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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濮阳市卫生志》自1993年开始，经过四年多的编纂，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该志是濮阳有史以来第一部市级卫生志，是濮阳市卫生行业的百科全书。该

志的出版，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濮阳市卫生历史，加快卫生事业发展，保

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濮阳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民众的健康很少过问，在濮阳市所辖各县的古、

近代旧县志中，只有某些疫病暴发流行和地方名医的零星记载，其它卫生史料

无从查考，实为一大憾事。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濮阳地区广大医务人员为建

立新中国，保护革命军队将士和人民群众健康，保证部队战斗力，英勇顽强，不

怕牺牲，防病治病，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

视卫生工作，濮阳的卫生工作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1983年9月濮阳市建立后，广大卫生工作者艰苦创业，改革进取，用辛勤的汗

水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濮阳市的卫生事业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为

将全市卫生工作者的光辉业绩和历史经验、教训如实地载入卫生史册，避免出

现新的缺憾，让世人在卫生改革与发展中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编纂·部《濮

阳市卫生志》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

盛世修志，正逢其时。1982年遵照上级指示，安阳地区(当时濮阳市现辖

各县隶属安阳地区)卫生局组织编纂了《1949"-'1983年安阳地区卫生事业发展

成就汇编》、各县卫生志、地直和县直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志。由于行政区划的变

更，1993年10月，按照濮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濮阳市新方志的要求，

市卫生局党组组织编纂《濮阳市卫生志》。在全市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下，在编辑

室同志的辛勤努力下，经过拟订篇章，搜集资料，试写初稿，征求意见，反复

修改，逐级审定，历时4年有余，第一部《濮阳市卫生志》终于问世。至此，全

市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夙愿变为现实。以史为镜知兴衰，《濮阳市卫生志》像一面

镜子，既镌刻着前人的脚印，又映照着后人的背影。

依我看来，该志有以下几个特点：·是指导思想正确，即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服务人民健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

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濮阳市卫生历史。

刁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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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具有鲜明的卫生特色和地方特点。三是追溯的卫生历史年代较远，最远为

古代春秋战国，各篇章有关内容力求追述至事物的发端。四是符合实际，既重

点记载了卫生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又如实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等时期受

“左”的影响出现的工作失误。五是记述详细。该志对建国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和建市后卫生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细致描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

史资料。六是内容全面，无所不含。

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频繁变更，濮阳市和安阳地区的卫生历史难以绝对划

分，一些卫生历史资料残缺不全，给编纂工作带来了困难，编辑室的同志为此

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但该志仍未全部避免这方面的一些缺陷。尽管如此，它仍

是一部难得的濮阳市卫生历史教科书。它的出版，一定能为人们研究濮阳市卫

生发展史，为各级领导制定卫生政策，为全市卫生工作者进行爱岗敬业教育，起

到积极作用。

在该志的编纂和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有关

专家的关心和指导，得到卫生系统内外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所有

为这部志书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濮阳市卫生局党委书记毛鸿飞
●

一九九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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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该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突出卫生部

门特色，实事求是地记述濮阳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该志按照详近略远的原则，侧重于记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濮阳市卫

生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卫生

事业发展的进程，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濮阳市建立后卫生改革与发展

的伟大成就。时间断限，上限不定，只要有案可稽，尽量追溯，下限至1995年，

个别地方有所伸缩。

三、该志收录的机构、人员、事实等一般在濮阳市境内，少数不在境内的

濮阳市、中原油田、中原化肥厂所属卫生单位也一并收录I同时，对建市前安

阳地区所辖区域的个别重大卫生工作亦做了简要追述。

四、志书采用篇、章、节、目体，以事分类，横排竖写，设概述、大事记、

卫生机构、卫生改革、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农村卫生、医疗、医学教育科研、

药政药检、卫生经济、精神文明建设、人物、附录12篇，共55章、180节。

五、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使用语体文、书面语，力

求文图并茂，简洁明快。

六、篇首置概述，以简洁的文字，全面而提纲挈领地勾画出全市卫生历史

和现状。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手法编写。．

八、人物篇，分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物名录三部分，以现代、本籍人

物为主。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传略人物均为已故的对卫生事业贡献较大的濮

阳市知名人士；简介人物为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先进模范、名老中医和部

分卫生单位领导；名录人物系卫生战线革命烈士、已故名中医、学科带头人、高

级卫生技术职称人员、获市厅级表彰奖励人物和科级干部。

九、附录篇，主要收录了建国后有收藏价值的卫生文献、回忆录、中药材

资源、百岁老人、杂记。

十、书中采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河南省安阳地区卫生系统1949"'1982年

成就汇编》、各县卫生志、《河南省卫生志》、市直和中原油田等大型企业医疗卫

生单位志、建市后历年卫生工作总结、《濮阳市名老中医经验集锦(一)》、《濮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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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年鉴》、濮阳县志、清丰县志、范县县志、市档案局现存卷宗和一些老同志回

忆录、l=l碑等。所用数据大多来自安阳地区、濮阳市卫生统计报表、市统计局

和有关卫生单位文献。

十一、书中凡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二、时间表述，清代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纪

年、纪月采用农历；1912年元月"二'1948年用民国年号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年份，纪月、纪日采用公历。1949年后，纪年、纪月、纪日一律采用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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