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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历史资料采取科学

分析地态度，去伪存真，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广泛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时间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99年。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部

分内容的记述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包括照片)、表、录。设编、章、节、目四

级，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内文分13编40章，卷末缀附录、编后记。

四、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前，使用公元纪年时，以括号注明夏历纪

年。年代前不冠世纪的，指20世纪之年代。

六、行文中出现的“解放前(后)”系指1940年莒南现辖区全境解放前(后)，

“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七、各级行政区和行政机构名称均用当时称谓。

八、单位名称，第一次使用时均用全称，名称过长且多次重复出现者，其后一

般用简称。

九、人物入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述1999年前去世的有重要影响的医

界名人。

十、本志中度、量、衡单位均用各个时代的惯称。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档与口碑，经考证、核对后载入，文内不再标注

出处。

十二、志中所用统计数字以主管部门及业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

十三、表的序号，以编排次。如表1—1即为第一编内第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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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修志盛事。《莒南县卫生志》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世纪之初定稿

付梓了。它以翔实的资料，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记述了莒南卫生事业的发展，总

结了卫生工作的经验。具有存史、资政、启迪和宣传教育作用，是实用当代、激励

后世的工具书。

素有“山东小延安”之称的莒南县，医学历史悠久，自古名医辈出，代不乏人；

历代医家为莒南境内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自1917年西医、西

药传人莒南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支主要的卫生力量，中、西医之

间的相互影响与密切配合，促进了莒南卫生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中，莒南县是

滨海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山东省党政指挥机关曾长期驻在莒南。莒南县为中共

山东分局实验县，山东省政府在大店成立；滨海专署卫生科在洙边成立。从1943

年，抗日民主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解决群众的疾病问题、卫生问题，并

组织成立了医药卫生团体——医药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办起了卫生合作社，开始

动员群众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初步解决了缺医少药的状况。1945年，成立了莒

南县卫生科。卫生科带领全县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宣传卫生知识，开展卫生清

洁运动，组织巡回医疗队，对各地传染病进行抢救治疗；组织医务人员学习战地

救护知识，解决民兵在战斗中的救护工作和群众负伤的治疗。解放战争时期，莒

南县作为大后方，组织医务人员成立救护队赴前线救护伤员，为全国的解放做出

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莒南县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根据党

中央关于“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

卫生工作方针，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初步建立起县、区、乡、村医

疗卫生防治网。消灭了黑热病、天花，控制了脊髓灰质炎、白喉、乙型脑炎等传染

病的流行，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莒南卫生事业在改革中前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站、所长负责制、聘任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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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任务承包合同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了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农村医疗机构实行一体化管理，推动了农村医疗

服务水平的提高，使全县医疗机构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轨道，随着

全县经济的迅速发展，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日臻完善，服务重心正向

农村转移，基层基础工作得到夯实，为今后卫生事业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本志书以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历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现了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和专

业特点，是莒南县历史上第一部卫生专业志书。

星转斗移，鉴往知今。《莒南县卫生志》的问世，将为我县今后卫生事业发展，

提供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可靠依据。可以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定

会把造福全民、惠及子孙的卫生事业办得更好。

坛膏鸣
二oo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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