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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I至￡圆
四平卫生学校创建于1 959年。

1988年与白求恩医科大学联合办学，

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分校；

1993年经省政府批准，为首批省部级

重点校。2000日-，又进^了首批国家

级重点校。目前，学校不仅在省内20

多个学科中担任学术组织职务，而且

是全国中等医学教育预防医学会委员

和内科学会常务理事及全国中专教育

委员会学生工作研究会理事单位等。

多年来，在省卫生厅和白医大组

织的统考中多次名列前茅，并被省卫

生厅授予全省医学教育战线先进单

位，是吉林省中等医学教育战线的排

头兵。1991年，代表吉林省首批接受

国务院下达的教育援藏任务，7年共

为西藏培养了05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

人才，受到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和

国家教委、民委、吉林省委、省

政府的多次表扬。

学校在岗教职工203名，其

中：专任教师122jk，高级职称39

人，中级职称73人。普通专科设

有临床医学、预防医学2个专

业：成人专科设有临床医学、妇

幼、药学和高护4个专业；成人

本科设有临床医学和高护2个专

业，同时还开设成人临床医学研

究生课程班；普通中专设有护

理、药剂、检验、妇幼、计划生

育、医学影像诊断、社区医学、

医学美容、推拿按真、口腔医学
和助产士等1 1个专业。建有盼r
与各专业相配套的现代化实验

室、多媒体语音室、微机室和电

教室及藏书1575册的图书馆。

学校现已形成专业门类比较

全，普教成教兼容，中专、大

专、本科、研究生并举，省内、

域外共存的办学新格局。



1 996年藏历新年，省委、省政府及市

领导来校看望藏族学生(右起：韩英烈、臧
胜业、鲁安平、刘万东)

白医大校长李玉林(左二)参加开学典礼

白医大党委书记范洪学(左四)来分校视察

四平卫校被教育
部定为首批国家级重
点校

观任党委成员，左起：_．-z--茹林、安佳祥、李占玉、刘国英、金喜福、窦树生、J-l立安、
刘树华、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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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语音室上课

学生在上微机课

学生在上实验课

≮
学生在上解剖课

质量管理现场研讨会

藏族班学生协助市话剧团排练话剧
《孔繁森》

新生军训



庆回归迎元旦走进新时代文艺
晚会教工大合唱

向孔繁森学习，藏族班学生在《把乓

春献给西藏的明天》主题班会上宣誓

话剧



多功能学生餐厅 统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学校”荣誉称号



序

中共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髟]、厂缘u
／

’’

由四平市卫生学校校志编委会编纂的《四平市

卫生学校志》，今天以内部出版方式发行了，对此我

感到由衷地高兴，借此机会，向参与校志编纂的同

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应当说我对四平卫校是比较熟悉的，十几年

来，无论从工作上还是感情上，我都十分关注卫校

的成长与发展。今天，当我看到即将付印的清样，深

为校志存真求实的鲜明特色、客观翔实地反映卫校

发展的记述所吸引。书中列出的许多往事似我亲

历、亲见、亲闻，但书中对学校近些年跨越式发展的

落笔则给予我耳目一新的惊喜，这似乎又是我所不

够熟悉的，读来令人回味。

校志是一面回映历史进程的镜子，这从时空的

视角真实地再现了卫校与共和国教育史41年的风

雨历程息息相关。其史料告诉来者：办学，违背规律

必花凋叶落，路子对了则繁花似锦。

校志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用性教材，

它以工笔手法异彩纷呈地描绘出一代又一代卫校



办学方向，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先导，坚持“两手抓，

两手硬”，在校训“修身成业、济世救人”的规范下，

以“三五工程”为载体，全面推进“以教学为中心，以

学生为主体"的素质教育，赢得全社会广泛认可，今

年又荣获吉林省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学校

称号，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四平卫校历尽艰辛，带着微笑步人了不惑之

年。这本承载着卫校人奋发向上的珍贵史料，无疑

是卫校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荣辱已成历史，未来任

重道远，在你们校庆41周年，即将跨人21世纪的

时候，我希望四平卫校的同志们传承文明，继往开

来。为把学校建设成高等医学院校，进而为我市两

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而努力奋斗。

2000年11月I 6日

·3·



凡 例

一、编纂《四平市卫生学校志》(以下简称《校志》)的目

的，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向广

大读者，特别是宣传、教育工作者，提供一部查考四平市卫

生学校历史及现状的资料。同时，也是用编修校志的形式，

庆祝建校41周年，迎接21世纪的到来。

二、《校志》记述时限自1959年9月始，到本世纪末年

2000年止。

三、《校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图”(照

片)，集中编在全书之首；“表”(格)，附各章节之中。共设11

章，总计28．9万字。

四、《校志》以志体为框架，遵循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纵

写史实，有些章则采取了竖排竖写或宜横则横，宜纵则纵，

纵横相结合的方法设节。

五、“人物”(传记或事略、简介)，按姓氏笔画，少的在

前。同笔画的，按汉字横、竖、撒、点、折笔序。

六、《校志》采用语体文，书面语言。数字书写，按照国家

七部委《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在本志

中出现一组4位以上的数字，采取一组多位数连排，而不用

三位空半格。表中“××(年)”，均为“19××年”的略写。

对经常出现的“四平市卫生学校”及其前身校名的称

谓，采用简称“卫校”；文中的“我省”均指“吉林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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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录“四平市卫生学校在校学生名录”，选录正在学

校学习的1997--2000年四届中专学生的姓名、性别、出生

日期、家庭住址、电话等资料，供师生们备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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