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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更新，循序渐进，盛世修志，势在必行。新兴县的历史，悠久长远，世代兴衰，

《新兴县志》均有详载，惟有与人民生衍繁殖、伤残病死息息相关的医药卫生，却记录甚

少。《新兴县卫生志》的问世，是我县卫生事业的一大成果。

《新兴县卫生志》全面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记载着本县宋，明、清，民国至公元

19813年卫生事业的发展史，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地方特色，具有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

起到存史、资治、借鉴，教育的作用。

本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昔日瘟疫，

传染病的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夺去了无数生命，这种现象，今天已一去不复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县卫生事业有

了很大的发展和取得显著成就，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白喉，小儿麻痹

症，疟疾等传染病得到控制或基本消灭，全县呈现出一派人寿年丰的喜人景象。
，

《新兴县卫生志》是新兴县卫生史上的第一部专业史志，它系统地记述了本县卫生事业

的发展史。其内容包括机构沿革、卫生队伍、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医疗事业，爱国卫生，

医学教育，医药管理，卫生经济，名人录等方面。

此志的撰成，全书共16章，36节，10万余字，为本县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惠及

千秋，继往开来，去旧图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遗产。

反复沉思，感慨良久，纸短言长，权以为序，愿本县的医药卫生事业再展宏图，振翅腾

飞，奋勇前进。

广东省新兴县卫生局局长潘荣忠

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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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本县地处丘陵地带，交通不甚便利，经济文化较落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历史上都是用

传统医学来防治疾病，西方医药传入较迟。民国2年(1913年)，黄岗村欧芝田首先在县城

卖鸡巷(今解放路)开设欧芝田诊所，是本县第一问西医诊所，以后西医药才日渐增多，全

县缺医少药，疫病肆虐。据史记载，宋贞四年，(1631年)冬疫，翌年夏乃止，后时有疫病

流行。从清朝道光=十四年(1844年)至民国32年C1943年)的近百年的时间里，天花，鼠

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连年流行，死者甚多。

。 民国20年(1931年)，本县平民医院建立。1948年，县立医院(平民医院)设天堂分

院，其余各乡镇没有公立卫生机构，而私立中西医诊所在城乡均有设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卫生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是年，成立县人民

政府卫生院。1952年，组织全县个体中医，西医人员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1953年、1954

年，先后设立=、三，四，五区卫生所，1955年．1956年先后成立车岗，里洞，天堂、稔

村，城关镇等九所区，镇联合诊所，1956至1957年。先后成立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

幼保健院，麻风病防治站(皮肤性病防治站)等医疗卫生机构I 1958年，17个人民公社设立

卫生院，并把当地的联合诊所，中药店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吸收到人民公社卫生院工作。人良

公社卫生院下设卫生所共76间，生产大队设立产院共t13问，每间产院有产妇休息床l一8

张·从此。县，社，大队均有卫生保健机构，初步形成了兰级医疗预防网，为今后开展防病

治病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1969年，全县大办农村合作医疗，都村大队成立本县第一个农村

合作医疗站，至1970年。全县164个大队均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同时，全县掀起了大用中草

药高潮，13间公社卫生院和县医院建立了制荆室和8个中草药种植场。1971年12月，东成人

民公社办起了社队联办合作医疗，至1974年，社队联办合作医疗发展到11个公社。全县参加

合作医疗的有28万多人，占全县农业人日的97．5和，赤脚医生546人。1971年，合河，里洞

两间公社卫生院作为战备医院来装备，重点配备人力，物力，并能开展腹部外科手术·197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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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1979年，公社卫生院的人员及设备有了较大的发展，配有X光机10台，各种医疗器械一

大批，有8间卫生院能开展腹部外科及产科手术，110个大队的合作医疗站配备了血压计及

简易手术器械，使三级医疗预防网得到巩固，发展。 ．

1979年，本县被列入广东省卫生工作重点县建设之一，加强了县医院，卫生防疫站、妇

幼保健院、卫生学校，慢性病防治站等卫生单位的建设。同时把天堂、稔村，上沙，集成，

车岗等5阅公社卫生院列为地段卫生院，在人力，物力上作了充实。

目前，本县的卫生机构除县医院为综合性医院外，还有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防疫

站，慢性病防治站，药品检验所等县属医疗卫生单位。各乡镇共设15闯卫生院，各村有卫生

站，较大厂矿、林场，学校设卫生室11间，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肇庆市卫生职工中等专业

学校也在县卫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1985年，根据人口、交通、经济状况的需要，调整了车

岗、集成，太平(上沙)三间地段卫生院，把天堂，稔村卫生院改为中心卫生院。1988年，

县、乡(镇)、村三级医疗预防网已日臻完善，医务人员增多，设备充实。现在，全县已有

副主任医师6人，主治，主管医师(护师，药师、技师)共71人，医师、药师，护师、技师、

助理会计师共253人，医士、护士，药剂士、技士、会计员共391人。在设备上，已拥有300、

200，100，50，30毫安X光机、乳腺X光机共15台，还有B型、A型超声波诊断仪，内窥

镜，心电图、脑电图等显像、图像设备。县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慢性

病防治站、药品检验所等医疗卫生单位，已成为本县的医疗预防技术指导中心，基本鼹决全

县人民防治疾病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本县的卫生事业将对全县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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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大事记

宋，祯宗(1831年)，冬疫，翌年乃止·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城乡黄疫为灾，死者甚众。 ．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县城鼠疫流行·

光绪三十年(1904年)，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2年(1913年)，民国13年0924

年)这20年里在县城，东成、环城，上沙，共成、集成．车岗等七个区发生鼠疫流行13次，

流行予13个乡(古院，碧塘，凤凰，下沙，上沙，中沙，中黄，社圩，安良，共成，白马，

：庙，安南，集成，集西，集东等乡村)，流行病区人口ll万多人，病人2000多人，死亡

2000人。民国2年(1 913年)，．上沙区中黄乡，社圩鼠疫流行为甚，患病人数达1875人，

死亡1125人，至1925年方停止流行·

民国20年(1931年)，新兴县县立医院成立，院址在县城北门村。

1933年5月，叶肇拘捕2 0 0名麻风病人在县城东郊望ifll岭猪地腩处(地名)用石灰活埋。

民国30年(1941年)夏，本县部份地区霍乱流行，天堂圩附近尤为严重，患者700余

人，死200多人。

民国34年(1945年10月)，由陈鼎臣倡议成立中医协会·

民国37年(1948年)8月，县立医院改名为平民医院，并在天堂圩设立分院。组织私人

医生为民接种牛痘。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县立医院，成立新兴县人民政府卫生院，院址在城关

镇北门村。同年，建立新兴县卫生系统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

1950年，本县首次进行抗疟疾治疗，普查人数达28987人，治疗人数14477人。同年春

季，开展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接种人数965B人。

4月27日，县人民政府对全县西医，妇产，牙科诊所进行调查登记(诊所2l问，卫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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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本县进行霍乱，伤寒疫苗注射，接种人数7505人。

1952年2月，县城开展全民除“四害修(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运动，对西街，东

街、解放路，州学街等街道的下水道全部清理，加宽、挖深，共达1600多米。县城实行人手

一拍打苍蝇，灭老鼠。同年7月，新兴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成立。11月，新兴县卫生工作者协

会、医师工会成立。12月，四区(集成)设立卫生所。

1953年2月，本县实行干部公费医疗制度。同年7月，二区(稔村)卫生所成立。9

月，六区(车岗)成立利仁联合诊所。9月26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第一次卫生干部会

议，制定我县卫生事业发展规划。lO月，五区(天堂)卫生所成立。新兴县人民政府卫生院

院长彭泽云被捕。

1955年6月，本县召开第一次中医代表大会，代表47人。三区卫生所成立。

幽
4月，新兴县妇幼保健院成立。

5月，新兴县卫生防疫站成立，设在环城中路53号。
‘

7月，一区(籁竹)设立县医院门诊部。

9月，肇庆专员公署麻风普查组到新兴普查麻风病，首次发现麻风病人170人，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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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县麻风防治站成立，医生四人，站址在新城镇大园村口。

12月，县成立麻风防治委员会，甘科县长为主任委员。 一

1957年，全县卫生系统开展反右运动，当时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

2月，新兴县人民医院第一例腹部手术成功。 ：

7月，全县成立公社卫生院17问。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 ；

麻风病防治站，合并到县人民医院。当时，县人民委员会把上级奖励的一辆吉普车转给人民 t

医院作救护车。 i
；

是年，医药公司体制调整，归卫生科领导和管理。本县部分厂矿，学校设卫生室，有工 i
l

作人员15人。同时，全县开展“八病芹普查(钩虫，丝虫，血吸虫、疟疾，麻风，肺结核， {
j

砂眼、盲人等)，发现麻风病人59例。同时各大队建立了产院，产妇休息床共113张，普及 i

了幼儿院、托儿所，基本形成了兰级医疗预防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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