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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旨

编修温县人民医院志，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党中央

倡导、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指示，着手开展的一项重要社会科学工‘

作。医院志是县卫生志和地方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医

院古今历史纵横万象的真实记述，而且对研究我县卫生事业史，继

承我国医药卫生宝贵遗产、加速医院医疗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

要的、可以鉴戒的、以资参考利用的价值。为此，在全国盛世修志

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我院于1982年11月15日，着手修志

工作，历时三年(注：1983年2月至1984年2月停编)，编写了这

本志书。

本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

史观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调查研究出

发，核实资料，有取有舍，力求本志能符合我院真实面貌，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建设文明医院所利用。

本志记述的时间是从1946年9月始，到1985年12月底止。写

作体例采用编章体，以事分章，事、时穿插分节、段。按事件先后

顺序，由远及近记述。全志共分十章，另有编后。

十章分别是：机构沿革；医疗工作；护理工作；医技工作；科

研、教学、进修、晋升；医疗队；医院管理；人物；党、政、群、

团；大事记。

我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它的前身是温县公安大队的一个诊

所。温县解放后改为温县人民医院。前后六次更改院名，一次与温

县卫生科、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医药公司、制药厂合并又分

立。到1985年底，医院已设病床184张，有工作人员229人，其

中技术人员201人，分设26个医、技专业。即：内科(分普内、
l



消化、心血管)、外科(分骨外、泌尿、颅脑、普外)、妇产科、儿

科、传染科、五官科(分耳、鼻、喉、眼)、中医科、口腔科、针

灸科、理疗、放射科、超声波诊断(分A超、B超)、心电图、血

流图、脑电图、检验科(内分：生化、病理)、麻醉、制剂、护理

等。

现有500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80台(件)。

四十年来，我院曾为解放战争医治伤病员作过艰苦努力，又为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县人民防病治病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志记述了

它的光荣传统，也直书了客观事实。若能透过本志，对后人有所借

鉴，那就是我们编纂组的最大愿望了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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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为庆祝建院50周年，院志编纂组于1999年7月3日始，着手

对《温县人民医院志》进行修改和续编工作。本着遵重历史，实事

求是，以备后人利用和鉴戒的科学态度，历时三个月，完成了

1986m1998年底《温县人民医院志》的续编工作(部分重要事物记

述至1999年6月)o

1986年至今，医院规模、人员、床位、设置、业务发展、管理

水平、经济收入以及医疗仪器装备，都有了较大发展，原志各章节

内容已和现实相差甚远。因此，补充史料，继往撰写，更具有现实

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反映历史，概括现实，叙志方便，我们尽量保

持原志各章节面貌，但对个别错误出处给以纠正。对于1986年后

的历史，写法上或保持原志体例，或增加部分节段，或根据既有资

料调整了节段写法或顺序。

新成书的《温县人民医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完美结合，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全面展示医院面貌。

但由于编纂人员知识浅薄，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失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o

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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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沿

第一节 沿革

革

温县人民医院是由温县诊所、温县大众中西医诊所、温县大众医院、温县

人民医院、温县卫生院、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温县人民医院、温县革命委员

会卫生服务站沿革而来。

(一)温县诊所

1946年9月，温县东半县和武陟西半县已获得解放，在温县公安大队党

组织领导下，由郭运炽等三人组成温县诊所。其位置在当时的温县城西门外街

北50米处。诊所有民房六间。主要任务是服务战争，医治公安大队指战员战

伤和疾病。

1946年lO月14日，国民党还乡团侵占温县城，诊所随县公安大队于12

口撤出县城，转移至山西省陵川县六区附勇镇东沟村。

1947年4月12日温县解放，6月诊所随军至沁阳县西尚乡宋寨村，7月

15日迁回温县城西门外旧址。

(二)温县大众中西医诊所

温县解放后，诊所的医疗对象逐渐改变，1947年8月16日，温县诊所改

名为温县大众中西医诊所，有工作人员6人，设病床5张。

(三)温县大众医院

随着豫北地区大部分解放，政治形势稳定，经济情况好转，1948年3月，

大众中西医诊所改名为大众医院。有房10间，设门诊3间，病房4间。日门

诊量达20余人。

1948年第四季度始，大众医院逐渐迁至当时的“北街”北端左侧天主教

堂内，并扩展了一家地主宅院，房屋增加到41间。



(四)温县人民医院

1949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全县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

得到了改善，于11月大众医院改名为温县人民医院。

(五)温县卫生院 ·

1950年3月，贯彻“面向工农兵，予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三

大原则，温县人民医院改名为温县卫生院。其任务是由单纯的医疗工作增加了

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等，担负了全县卫生防疫、医疗、妇幼保健任务。

1951年，医院工作人员增加到18人，设病床15张。3月间为方便群众就

医，先后成立了二区(祥云镇)卫生所、六区(北冷)卫生所。8月成立四区

(杨垒)卫生所，11月成立三区(赵堡)卫生所。

1953年3月，成立五区(林召)卫生所。院所共有工作人员33人，实行

统一管理。
’

(六)温县人民医院的恢复

1958年8月26日，温县卫生院改为温县人民医院。医院防保股撤消，其

人员并人温县卫生科。五个区卫生所归属县卫生科领导，经济上实行独立核

算。医院工作人员增加到47人，设病床35张。工作重点以医疗为主。

(七)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1960年9月，温县并人沁阳县，温县人民医院改为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病床增加到65张。

(八)温县人民医院再次恢复 ．

1961年10月，温、沁两县重新分治，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改为温县人民

医院，隶属于温县卫生科领导，原两县人民医院互调人员归建：其任务以医疗

为主。

1962年10月，成立干部疗养院，工作人员增加至64人。增加病床35

张。

1965年1月21日，干部疗养院解散，病床减少至55张。

1968年1月15日，成立温县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仍沿用温县人民医院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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