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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志有其“资政、教化、存史”

的作用。编撰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全面反映

定文片区医疗卫生活动的卫生志，是历代卫生工作者的夙愿，也是

新世纪赋予定文中心卫生院的光荣使命。

《定文中心卫生院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秉笔直书。本志上白1951年，下

限2003年12月31日，对片区的建制沿革、党群组织、医疗、卫生

与防治、妇幼保健、队伍建设、设施建设、医林人物、医论、单方≮

验方、各个时期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等作了翔实的记述。志中还收集

了若干原始资料、数据和图片，丰富了本志的内容。

《定文中心卫生院志》，为子孙后代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

读者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为片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精神食粮，是医

疗卫生工作的一本好教材，值得借鉴。

志书是一面镜子，对照镜子照一照，能使在职医务工作者少些

失误，多些成功。望各位领导、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喜爱此书。同

时也希望定文片区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弘扬光荣传统，思想再解放

一些，胆子再大一些，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奋斗，再创辉煌。

院长赵平

二o o三年十月



凡例

一、《定文中心卫生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注重实事求是，本着“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编纂原则，总结历

史经验为主，以利后人借鉴。

二、本志上限1951年，下限为2003年，着重记述建国以来全

区医疗卫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定文中心卫生院、县卫生局、县档案馆档

案。

四、本志文字以《简化字总表》上文字为准，用白话文书写。

数据以存档统计表为准，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数字。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撰写，其余章节按事业分类横排竖写，以

文字记述为主，并配有记、传、图、表、照等。

六、本志地名、单位名称及行政体制一般以当时的称谓记述，

有变化时加括号注明。纪年，1949年以前按当时称谓，并括注公元

纪年。1949年以后，均略去公元二字。以1949年l2月l5日犍为

解放为界，之前称建国前，之后称建国后。1992年撤区并乡建镇前

称定文区，之后称定文片区。

七、人物直接写姓名，重复时用第三人称。不加职务和同志，

不用第一、第二人称。

八、本志人物一章，主要记载定文籍和在定文片区工作过的有

名望的已故和健在的医务人员。凡获县以上表彰过的先进个人和人

民代表、政协委员也载入本章。

九、本志随文附表，表格不作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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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定文中心卫牛院，是犍为县卫生局直属的全民卫生事业单位，受卫牛局和

当地政府的双重领导。负责定文片区的卫生防病、治病工作。所在地定文镇，

距犍为县城玉津镇北15公里处。定文片区西与五通桥区金粟镇、犍为岷东乡毗

邻，北与罗城片区连界，东与龙孔片区接壤。全片区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

14公里，总面积为224平方公里。全区系丘陵地带，东南偏低，西北稍高，海

拔320—514米。片区内水利条件较好，有三岔河、太平寺两座中型水库和l l

座小型水库，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和油菜籽、甘蔗等。交通条件较好，

5乡1镇通客车，63个村都建有机耕道。

定文镇，原名毛家寺。民国初年，乡人以毛家寺不雅，故改名为定文场，

后由场改为乡，1958年改为定文公社，1982年恢复定文乡，1992年改为定文

镇至今。

定文片区原有8个乡，1992年撤区并乡建镇后，现有5乡1镇(寿保乡、

舞雩乡、下渡乡、伏龙乡、玉屏乡、定文镇)，63个村，540个村民小组，5个

居民委员会，18个居民小组。截止2002年12月底，全片区总人口91306人，

非农业人口3302人，占总人口的3．61％，农业人口88004人，占总人口的

96．38％。

建国前，定文区医疗卫生十分落后，缺医少药。据记载，截止1947年，全

区仪有中医药店28家，店员80余人，能为病人开方治病的只有35人，当时全

区总人口30000多人，平均1000人才有一个看病的医牛。广大民众：苦于缺医少

药和不懂科学，不得不带着自己的生死、疾苦求助于巫师、神鬼及江湖骗子。

封建的巫师、神鬼及江湖骗子乘人之危，骗财害命，苦遇瘟疫流行，更是兀法

抵御。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制定了发展卫tIj李、Ik的

方针、政策和法规，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狠抓

了基础设施和医疗队伍建设，长期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围卫牛运动，全

区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防病、治病成绩辉煌，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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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政和医疗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趋完善，形成网络。建围I猗，

定文区没有一所官办医院和卫生行政机构。建国后，五十年代区建illJ，ti所除害

灭病办公室，乡建联合诊所。六十年代，公社建卫生院。七十年代，IX建．I{牛

院，公社建大队合作医疗站，区、公社、大队三级卫牛网初步形成。八十年代

进一步调整，巩闹，大队合作医疗站改为村卫生站。1992年以后，区卫，{i院与

定文乡卫生院合并，建立中心卫生院。据2003年统计，全片I爱有中心卫，H皖1

个，乡卫生院5个，村医疗站63个，共有医务人员(包括乡村医牛)2I 7人。

其中中心卫生院，仃．}治医师4人，医师30人，医士、护士9人。文化程度火

专3人，中专(高中)33人，初中以下10人。

强化了软件建设，加强了医疗质量管理。定文中心卫牛院十分重视制度建

设，先后汇编了“I夭院综合管理手册”120本，“医务人员质量篱理细则”、“医

护人员质量考核标准”200份，片区人手1册。印发“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

手册”及“职工继续教育规定”人手1册。全面推行职称考核制度和中层|_i部

聘任制，并与职工年终奖和月奖挂钩。建立健全了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及

操作规程，建立r医务科和医疗质量考评小组。1991年至1996年，考评小组

抽查病历1250份，组织疑难病、危重疾病讨论、会诊108次。对辖区内98个

医疗机构的执业许¨：J‘证进行了年审。2000年至2001年，先后对4件违反医院

规定的人和事进行厂处理，做到用制度管人。

加强了基础没施建设，创建国家等级医院。定文中心卫牛院占地6448 jF方

米，先后投资120多万元，建起了门诊大楼和中医专科大楼共汁2300多平办米。

配备和添制了2()0mAX光机，x一300型线B超机、心电图机、卧式高压消毒

锅、显微镜、电动I及引器、电冰箱、无影灯、手术床、新牛儿暖箱等各种l廷疗

器机设备。现有同定资产143万元，流动资金12万元。1999年定文机卜I!牛

院经县医院分管理评审委员会评审验收合格，建成了一级乙等综合医院，丌设

有中医、西医、骨科、妇产、医技、防疫、妇幼保健、社区医疗保健等医科项

目，定编病床2I}张，能承担定文镇和片区的医疗、防保工作。

药政管理力度加大。定文中心：l!牛院认真贯彻《一f．，华人民共和闻药。I『11’；州

法》等法律、法规，在全县率先推行法定药检制度，建j立药。I洲各督僻群体系，

与各乡卫生院签订目标责任书。建立药品监督管理奖励基金，凡百分之百地完

成法定药检的乡1蚪i院给予重奖，反之重惩。1991年至1996年，定文区‘IU'Ii

院和定文中心卫，卜院派出药检人员深入片区100多个药品经营，3一，检奄了1500

多个品种／批次，奄处销售伪劣药个案、窃案300余人次，共计600多个t‘『l’t种／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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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妇幼保健工作成效显著。建国以来，长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使地

方病、传染病得到控制，有的基本消灭。1991年至1996年，假定性治疗8152

人，占总处方的16％，疟疾病发病在内儿科发病中仅占51例，在控制指标内。

零岁儿童建卡、建证率在98％以上，四苗接种率在98％以上。全程率95％以

上。举办食品人员培训班110期，培训食品从业人员3225人次。组织3027名

食品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占检查人员的97％。

定文中心卫生院成了定文片区的计划生育中心，承担计划生育手术和技术

指导及队伍培训工作，1973年至1981年，做男扎12266人、女扎15839人、

安环18745人、人流1468人、引产1223人。1993年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控

制在7‰以内，1999年至2003年，连续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成了负数。1991

年至1996年，片区内共出生新生儿3607人，其中新法接生3600人，新法接牛

率为98％，住院分娩率为51％。5岁以下儿童体检率在92·％以上。

2003年春夏，非典型肺炎在广州、北京等地发生，按照县卫牛局的统一部

署，组织了大量的物资，药品储备，并组织医生分为两个小组。一是院外排查

小组，配合政府对外出返乡人员进行排查，在排查中，医务工作者都自觉兀私，

那里有险情，就在那里出现，涌现出许多先进个人。二是院内急救，治疗小组。

随时做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治。经过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努力，终于使这场灾

难得到控制，定文片区未出现1例非典病人，为控制非典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事记

1 951年

11月，定文区(六区)卫生所建立。

1 952年

9月，定文区(六区)所在地设立接生站。

1 953年

12月，定文乡建立联合诊所。

1 954年

6月，定文区组织巡回医疗组7个，共24人。

1 955年

4月，县卫牛院派工作人乡、一14定文区宣传节制生育。

1 956年

建立区除害灭病办公室。

5月，县卫牛防疫组在定文乡一村开展钩防试点，历时半年。

1 957年

5月，“流行感冒”在定文流行，患者达3000多人，县人民医院组织力量

来定文区扑治。

4

1 958年

3月至12月，全区开展围剿麻雀，突击灭蚊、蝇、鼠、蟑的爱国卫牛运动。



1 959年

3月，撤乡建社，乡医院更名为人民公社医院或分院。

9月，定文公社成立除害灭病办公室。

1 960年

4月，定文全区出现水肿病，I四)ll省医学院教授殷尚礼等人来定文区指导

治疗。

10月，定文区各公社、大队成立“水肿病医院”。

1 962年

8月，观音、黄桷公社暴发疟疾病，发病人员达1200人次。

1 964年

2月，再次恢复区卫生所，负责对联合诊所的行政管理。

1 965年

9月，定文区各联合诊所派出学员8人参加县卫生科在罗城区大同公社农

业中学试办的“半农半读”卫生班学习，时间三年。

1 966年

8月，县人民委员会在下渡公社开办“半农半读”卫生班，全区各公社、

大队共派出50人次受训3年。

1 970年
’

全区63个生产大队成立合作医疗站。

1 971年

6月，呈报修建区卫生院。经县革委批准，并动工修建。

1 972年

3月，全区开展普种牛痘，共接种60000余人次，占总人口的87％。

8月16日，定文区卫生院院址竣工，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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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5年

10月，全区赤脚医生、计划生育、先进个人42人，受到县革委表彰。

1 978年

6月，撤销各级医疗单位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区、乡卫牛院正、

副院长由县卫生局任命。

1 980年

3月18日，撤销定文区除害灭病办公室，由区卫牛院担负全区行政、人事、

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管理工作。

1 981年

5月27曰，全区3名医士晋升为医师。

1 982年

9月，定文区所辖的谢志辉、张邦武等医务人员的冤假错案，被组织部、

人事部门纠正，落实政策。

1 983年

3月11日，全区3个公社医院，11名卫生人员受到省、地、县有关部门的

表彰。

12月，区卫牛院院长周正杰调县卫牛局任副局长，吕族荣任区卫牛院院长。

1 984年

1月19日，全区48名乡村医牛经乐山地区乡村医牛考核发证领导小组批

准，获得乡村医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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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5年

4月21日，成：立《定文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并抽调人员开展工作。

1 986年

3月，定文区卫牛院副院长曾德全调县卫生防疫站工作，余常清任副院长。



1 987年

12月，定文区卫生院职工赖官贵首次被县职改办晋升为中医师。

1 988年

玉屏乡卫生院投资9000元，购X光机1台。

12月，甘淑珍被市卫生局晋升为内科主治医师。

1 989年

5月，定文区卫生院组织职工开展百科知识和护理知识竞赛。

10月18日，寿保乡全面完成计免保偿任务，名列全县第一名。

1 990年

2月，撤销大桥乡卫生院，并入玉屏乡卫生院。

1 991年

舞雩乡卫生院被犍为县卫生局评为先进集体。

1 992年

12月20日，定文片区原黄桷乡卫生院撤销，合并伏龙乡卫生院。

12月，原定文区卫生院与定文乡卫生院合并，筹备组建定文中心卫生院。

1 993年

3月20日，县卫生局向定文中心卫生院授牌，举行开诊仪式。

1 994年

3月，定文中心卫生院编制《综合管理手册》共92条。

4月，定文中心卫生院第一次与犍为县卫生局签订《医疗目标管理责任二B》，

以后每年签一次。

6月，定文中心卫生院妇外科连续发生两起医疗死亡事故，引起市、县卫

牛管理部门高度重视。

1 995年

8月，定文中心卫生院综合业务大楼经县政府批准立项修建，于次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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