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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宋文史资料》第十辑(医药卫生专辑)，经过1良苦努力，

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万

本辑分上篇与下篇两部分。上篇所辑内容，充分体现统一

战线的特点和"三亲，. (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从不同

角度、不同层次，反映了政协委员和各方面知名人士在医药卫

生战线上的种种经罚及业绩:下篇所辑内容，以资料'性为主，

突出地方特点，真实地记述了自公元 1860 年至 2000 年闷，原

烟台地方，今芝呆地方医药卫生事业的一些历史史实。

本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烟台市芝景区卫生

局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域挚的谢意。

一一编者

20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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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自 1984 年 11 月起，我与

烟台市口腔医院紧密联系在

起。转眼间，我已在烟台市 LI

腔医院工作了 16载。今天问忆

起来，许多往事， …幕幕展现

在我的脑海里。

1984年 11 月，我被调到烟

台市口腔病防治院 (1990 年 10

月更名为烟台市l-I腔医院〉任

院长。当时，这所医院坐落在烟

台市芝宋|立北大街东段。 它的

前身是烟台市牙科论所。南北二沾上的砖木纣构套|吭，前Jri均为古

式开廊环形二层楼。由于年久失修，木朽瓦残，楼上人走动，

全楼震动，大奇摇摇欲坠之感。昏暗狭窄的房间里，主与-382着 I ~)L

台陈旧的牙椅和…·些简陋的t具器械，医护人员虽不为条件所

困，仍以饱满的丁作热情和ftti茧的工作态度，认真地履行着白 -己

崇高的人道主义义务，但设施、 装备、下艺落后等杠方面面的j司

限，使医院的整体效半、 工作质量还是难以尽如人意，杜会上怦

\. . 



遍员映的就医难等问题，在这里显得极为突出。面对这一切，

我立即采取了以下措施z 首先，在上级拉关的支持下，实行了

院长负责制和中层干部聘任制，彻底调整了中层干部队伍，提

倡庸者下，能者上，大胆启用有事业心、有业务能力、本质好

的年轻人，充实到中层管理岗位上来。接着，又实仔了…·些激

励政策，使职工的士气倍增，业务盾量也有了明显提高。第二

年年门诊量和年业务牧入，分别比上年上升了 10.9%和 3 1. 3% , 

社会形象迅速改观。 1987 年又实行了"以岗定责，以责定人，

以人定量，超额提奖"的改革方案，更迸- -.步提高了全院职工

的工作积极性，无论在服务最量上，还是在钻研技术和扩大学

术氛围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c

1987年 6 月 27 日，在政协烟台市六届常委会21 次会议上，

我被增补为委员。这时，我越发感到烟台市μ眩南防治院房舍

破旧，面积狭小等问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经充分

考虑，在 1988 年春召开的政协娼台市第七届委员会第-次会

议上，我书写了《建议翻建扩建口腔医院)一份提案。这个提

案，引起了中共烟台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1989年

3 月 29 日，终于由市计委"( 89) 娼计基字第 83 号"文件下达

了《关于下达翻建扩建项目的通知L 又经过与计划、对政、规

划、城建等部门反复协商，口腔医院翻建项自被市政府列入当

年市区 7项重点工程之 o 当年 11 月，医院躲迂到市工人疗养

院一面坚持正常}'\L诊面筹建新大楼。当时，我的主要精

力都放到了大楼筹建上，落实资金，跑规划测量，确定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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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拆迁，去建委报ftt文件，到房产局争取政策，还奋勘探招

标、批款、批电、批水、放线、定拉、找消防弘、办开丁.手续

等，仅开工之前就跑了 26 个部门，盖了 18 个部门的章。尤其

是落实资金，我和党支部书记王振华多次找市长、进省城、上

北京，不知踏过多少门坎，拜访过多少人，到 1990年 5 月底破

土动τ.时，才完成预算资金的 60%. 还有40%的资金无着落。为

节省来之不易的有眼资金，我又为减免些费用，东家造，离

家出，说干了嘴，喊哑了嗓子。有时为盖→个印章，我要亲自

去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当时的交通工具只

是辆自自行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fiB 当头，我都骑着这辆

IH 臼行车奔忙。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了，又是市政协领

导，这样挨门求人，不怕人笑话吗? "我说z"为事业，不丢

人。"有-一次，我实在撑不住了，竟昏倒在τ.地上。苍天不负

有心人，在各方面的扶持下，到 1992 年 7 月，历时 2年，耗资

500 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为 890 干力-来，建筑面积为 5000 平

方米的 7 层新大楼，终于全面竣工。接着，全院 r部职工发扬

了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全玛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舍小利

顿大义，大家，乙、往 4处想，劲往---处便，一面接诊面以最

快的速度收拾卫生，去装设备，只用了短短-个星期，就完成

了全部罔迂任务。

新大楼盖起来了，但我心里并不感到轻松。经验告许我，

创业难，守业更难。事业必须不断发展才有前途，尤其在当夺

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发展就等于死

亡。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步?曼·点就可能被淘汰。这

是规律，也是无情的现实。盖起了大楼，扩大了发展空间，这

只是有了一个纤在条件。必须抓住时机，趁热打铁，把内容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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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起来，把机制运行起来，才是真正走上了竞争发展的快车

道。为此，我又开始了招人才、更新设备、增加业务项目、扩

大服务范围、按照;现代化标准建立各业务部门的工作秩序。从

而使烟台市口腔医院·跃成为除省城济南之外，全省规模最大

的口挂专科医院。 1992年，在专业设备的更新改造方面，我提

出 z 上就上高精尖步到位。投资 100 多万元，购置了包括

省内第→台由国外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I.J腔专业出面全

景X光机和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连体式牙科综合治疗机在内的

大批设备，更新了常规牙科泊疗机，使民腔内科医生常用的涡

轮机、光国先机等先进设备达到人手.-台，这在当时全国口腔

专科医院中是唯·的。她外，还梧继引进了进 LI牙片机、多功

能呼吸机、心屯监护仪、 LF锯、金属烤瓷炉和高频铸选机、人

工科牙航、超声波洗牙机、激光治疗机等，先万元以上的设备

就引进了 80 台套。到 1993年，全院职丁.己增加到 120余人，其

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00人，各类综合治疗椅位 60 台套，住院

痛床 40 张，设立了口腔内科〈含牙属粘腹科〉、口腔损面外科

〈含手术室及住院病房〉、正附科〈含儿童齿科〉、I.J腔矫形科、

保健科〈特诊科〉、美容科等，以及放射、检验〈含病理〉、 'L二、

电、技工、药剂、供应等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科室。

1993 年 3 月，我年满 60 周岁，按照国家规定，到了返体

罔家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r:iJ我真不愿离开这倾注自己毕生心血

和充满深草感情的医院，不愿离开与我朝夕根处、 ·起立畏苦奋

斗的同志的。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就在这时， 千牛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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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震惊，也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z 医院职工主动白发

地纷纷联名给熠台市卫生局、市统战部、中共烟台市委和市政

府写信，要求我继续留任。医院党支部也上书上级领导机关，

请求让我超龄留任，继续带领全院职工为振兴医院、振兴口腔

卫生事业丽奋斗。市卫生局经过反复研究并请示上级组织人事

部门，最终做出了让我继续留任的决定， {旦为了照跟我的身

体，规定我每天只上半天班。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自己心爱的

医院，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面对这-_.切，我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惑动和震撼。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励我去全力以赴，鞠躬

尽瘁，死雨后己!在-次全院职工大会上，我自衷地喊出了自

己的心声"兴我口腔事业，尽我医生职责! " 

为了不新地推动业务技术的发展，增强技术服务的实力和

后劲，我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锤守18没有出路，老是牙

科患维，抱着113手艺不放，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i玛丽，必须

积极引进茹思维、新方法，不断地更新知识，彻底清除耍子艺、

挣小钱的落后牙科思主佳方式，努力向医学科技领域进军，掌握

先进的科学思主吕和医学理眩，掌握先边的1-1控~疗技术。为

此，医院采取了 a系列措施足，与山东医科大学口控系建

立起技术帮扶关系，定期请专家学者来授课，做示范手术带教

本院人员:二是，多次派出本院业务骨干挺上级医院学习进

修:二是，定期开办院内学术讲座，并通过年轻人带动老职工。

这样，很快就营造起了·个研究理论、钻研技术、互帮互学的

良好氛围。医院还开展了定期或不定期的 u 岗位练兵"、"技术

比武"等业务竞赛活动，并制定了鼓励提高技术的有关规定，

不久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义齿修复、正畸矫形等方面，

1994年开展了高额精密畴造及烤塑烤瓷、牙齿错锁畸形的结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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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矫治、方丝弓矫治、功能矫治。 同时，这年还开展了牙局外

科、美容、四环素牙脱色、牙齿脱敏等项吕。

为把医院管理提高到一个薪水平， 1994 年 10 月，我指派

了两名有关人员到上海去学习那里的先进经验。在大量科学论

据的支持下，我与院党支部-班人取得了共识，决定白行研发

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经过 3 年多的努力，先后投入 40 多万

元，建立起了适合本院实际并符合上级管理要求的"熠台市口

腔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并于 1998年 3 月投入使用，

面丑一次试杭成功，至今未出现系统失灵影响整体工作的情

况。这种工程质量，不仅在烟台市卫生系统，而且包括银行等

在内的计算机使用大户中也是不容易的。当年 10 月，全国第

五届口腔医院管理研讨会在烟台召开，来自全国 81 家口腔专

科重院的 147 名专家和领导---....致认定:该系统为业内第一个真

正实班集临床业务吕常管理、病历资料储存、经济核算于一

体，由临床科室 4次操作多项指标同时自动到位的成功范锅。

为搞好管理，这年9月我还报员到泰安市中心医豌学习了标准

化管理。

最后，还您提 a提的是，从 1996 年到 1999 年的四年间，

是烟台市口腔医院综合实力快建增长的 4年，也是现代化进程

最快和职工福利获得最多的4年。 1999年末，全皖职工达到 177

人，具有专业学历者占职t总数的 76%，其中本科学历者37人，

大专学历者 26人，中专学历者 71 人。卫生技术人员 136人，其

中高级职称 7 人，中级职称 35 人，初级职称 81 人。年门i含量

突破 12 万人次，业务收入连年递增， 1999 年比 1995 年的年业

务收入增长 240 万元，增长率为 43%，平均每年递增 60 万元，

平均年增长率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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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烟台市口撞医院各方面条件日臻完善，许多卫生院校

前来联系建立教学实习关系。 2000年年初，经过山东医科大学

校长王瑛壁先生亲在考察验牧，确定烟台市口腔医院为山东医

科大学的口腔医学教学实习医院。如果说， 1952年创建是医院

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建立新大楼是第二个里程碑，那么，

成为山医大的教学医院堪称第三个里程碑，丽旦这第二第三个

里程碑是我亲手建立起来，步;以在2000年 7月举行的挂牌仪式

上，我激动得难以自制。在我快到古稀之年之时，还能以现任

院长的身份，亲自边来这→标志医院辉煌成就的盛事，的确是

假不容易的，它是以使我引为自豪!

烟台市口腔医院在发展中，曾连接7年荣获市级"精神文

明单位"和市卫生系统"先进集体"，还先后被中共烟台市委、

市政府授予"十佳医院"、"烟台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烟台市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巾锢建功示苞岗"等荣誉称号。在

这些荣誉面前，医皖的全体职工决心朝着更高的吕标前进，为

发展口腔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iti献。

〈谢跃东、周洪斋整理〉

注2 本文作者姚孟彝系如台市口腔医院院七二、主任医师，山东省政协第七、第八

届常委，娼台市政协第七、八、九届副主席，小国农工民主党'P央第十→、第十二原委

员，农工党山东省委第→、二、三届黠主任委员，农E党期台市委第一飞二、三届二主任

委员，中华医学会烧台分会王军.事，中华医学会烟台分会口腔学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小华

医学会山东口腔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Lll东省胶东口腔医学联合会副主任委员，香港医

际·传统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阪学顾问，否港中华民学报特辑记者。

• 7 • 



我在医学道路上的 50 多个春秋，

虽经风风雨雨，但最终是"柳暗花明又

一村"。每当想起这些，许多往事便浮

现在眼前。

我于 1919 年 1 月出生在山东省精

泽县贾胡同村的 ·户贫苦农民家庭里。

不卒，我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我是由母亲在二伯父的帮扶下养大的。 20年代初 ， 我们那儿有

了"洋"学堂。庄稼人不识字，却懂得读书的重要。我是家里

的独苗，全家人都寄希望于我。所以，家人竭尽全力、苦心劳

身地攒出一块"大头洋"把我送进沟泽县吴店集小学堂读书。

上学时，我已经十来岁了。尽管念书比较晚，可我深知母亲与

伯父的苦心，所以我刻苦用功。很快，我以优秀的学习成绩跳

级升入高小。继日IJ又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但是，终

因家境贫寒没能读上中学。 1935年，在冯玉祥将军部下当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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