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戽 一，J

1 989年1 1月，卫生局的同志提出要编纂《大通卫生

志》，我很赞同，并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撰史修志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历代传下来的

各种志书浩如烟海。其中有不少志书是历代有识之士为稽

古资政，通史咨询而撰写的，也有许多志书做为封建统治

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借鉴而撰修成书。新时代里，我

们写志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人民群众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

承先启后，造福后世。

回想在旧社会，我县民问缺医少药、疾病肆虐、瘴疠

蔓延、民不聊生，人民生命毫无保障。解放后，党和人民

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健康，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尤

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卫生战线经过内部的改

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卫生工作者迸发出前所未有

的工作热情，卫生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

通卫生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世而出，这是我县医疗卫

生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是全县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也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综观本志，编者以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认真分析各种

历史资料和乡俗民情，用秉笔实录的科学态度记述了我县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兴衰和经验教训，尽量做到反映真实

的历史面貌。全志资料详备、内容广泛，经过选材、鉴

别、整理和概括，基本上具备了“补史之缺，参史之错，

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特点。读过之后能给人启迪、发

加．．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社会主义《大通卫生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大

通文化史上的壮举，是大通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盛事。我

作为一名卫生工作者，幸能参与尽力，感到十分欣慰。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编修地

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大通在清代和民国初年编修的志

书，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通卫生工作者

和全县各族人民一道，在沧桑巨变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

各种伟大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亘古未有的辉煌业绩。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通政通人和，百业

兴旺。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握盛世景况，记述盛世

业绩，倡修专业志，填补大通历史，空白，是时代的要求、

历史的重托、人民的心愿，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

标志。

《大通卫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

绳，采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进行编纂，

力求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述大通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与

现状，突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点。在内容上贯彻“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立足当代、侧重近

代、追溯古代、贯通古今。特别是对全县医药卫生工作

者，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当家作主、奋发图

强，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史实， 以及十

㈠



4 大通卫生志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英雄业绩，作了比较全面如实

的记述。

《大通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从1 989年”

月成立迄今，历经三个春秋，五易其稿而完成该志。全志

凝聚了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和全体编纂人员的大量心血、

借此出版之际，谨表衷心谢意。

编纂社会主义专业志是一项新事业，工程浩繁：编纂

者缺乏经验，加之大通历史资料匮乏、全志疏漏谬误之处

在所难免，诚希读者指正。

衷心祝愿这部专业志在大通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祝愿大通人民为建设经济

发达，民主文明的新大通，谱写更加壮丽多彩的历史新篇

章。

刘 瑚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真实地记载大通县卫生事业的历

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使之“经世致用”。

二、本志内容贯彻“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贯通古今’’的原则，上限溯

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89年底，突出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

巨大变化。 ．

三、本志结构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概述凝聚县情概要；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结合记事本末体，纵向显示历史脉络。主体采用篇、章、节、

目形式。卷末设附录收录地方文献等不宜入正文而又应记的内容。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多种体裁。语言文字除照录、

援引书刊碑碣原文外，统用语体文、简化字。历史地名用当时称谓加注今

名。

五、本志纪年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以前用

朝代、帝王年号和民国年号以汉字纪年，加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以后

年月日统用公历。

六、本志资料来自各类档案、历史文献、报刊及调查访问。经排比、

筛选、考证后载入，力求言必有据。数据一般采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

有各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所有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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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东北部，东邻互助土族自治县，西接

海晏县、湟中县，南与西宁市接壤，北与门源回族自治县隔山相依。是个

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地区。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

石器时期，古代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与马厂、卡约文化媲美的灿烂文化。

两千年前汉王朝在今长宁修过城堡，设过县治。清雍正三年(1725年)

设大通卫，乾隆二十六年改卫为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甘肃省划

归青海省，1 949年9月9日大通获得解放。1 985年1 1月6日，国务院批

准在原大通县行政区域建立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现为西宁市属县。

大通医疗卫生事业的产生和发展，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史籍文献

却少有记载。清代广惠寺设有学习藏医的经院“曼巴扎仓"，民间曾有自产

的中药材市场。民国期间，在白塔城(今城关镇)、新城、衙门庄等集镇

先后有私营药店(铺)-40多处，民间半农半医的初级医药人员近百人。

广大农村长期缺医少药，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等多种传染病连年流

行。由于医疗条件差，死亡率很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没有保障。民国十九

年(1930年)在伯胜镇设牛痘局，这是大通公办医疗机构之始。次年，

大通天主教堂在伯胜镇开设教会医院一所，有外籍医务人员4名，全部施

行西医疗法。民国三十年(1941年)，全县伤寒大流行，死亡逾万，惨不

忍闻。朔北茅儿茨坡有家20口人，即死18口，只留两个小孩。当年3

月，省赈济委员会派临时防疫医疗第四卫生队3名医务人员，一名行政人

员来大通开展防疫医疗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 946年)，据卫生队调查，

大通新生儿成活率不足40％，农村95％的妇女患有各种妇科病。

大通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改变全县缺医少药，疾病肆虐的面貌，

认真贯彻执行“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使大通的医疗卫生事业翻开了新的篇

岵



及率达9Z 5％，地甲病防治达到了国家《地方性甲状腺防治工作标准》

的要求。1985年，防疫站被评为全国地方病防治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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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3

妇幼保健：1950年开始开展以推广“新法接生”为主要内容的妇幼保

健工作，1 952年成立妇幼保健站，设接生站21处，改造旧产婆35名，

训练新法接生员66名。1956年达到了村村有新法接生员，1960年，新

法接生得到推广，新生儿破伤风基本消灭。此后，随着妇幼技术人员的增

加，开展了妇女病防治、围产期保健、婴幼儿体检等工作。新法接生率逐

步上升，1989年为9Q 60％。孕产妇及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1981

年，对妇女病开展了普查。对查出的尿瘘及子宫脱垂患者，全部进行了免

费治疗。

计划生育：1956年开始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推广介绍避孕方

法，印发宣传材料。1960年在机关和城镇居民中提倡节育。1962年县人

民医院开始做绝育手术，开展放环、取环术。1965年，县计划生育委员

会成立。1980年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对28个乡、镇先后配备、培训计

划生育专职干部31人，培训村级计划生育宣传服务员341名。至1989

年，各项节育措施和奖罚制度得到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取得实效，全

县计划生育率8屯23％，节育率8z 47％，晚婚率3Q 92％，年内人口出生

率1＆94‰，自然增长率12 29％o。

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卫生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也出现’

过一些坎坷和波折。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卫生工作受到

很大冲击，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经费削减，医疗质量下降，卫生防

疫、妇幼保健等机构被合并或缩编，一些专业人员因“下放’’荒废了专业。

1 970年，北京鼓楼医院响应“＆26①"指示支援青海，其中1 32人携带医疗

器械迁来大通，大大促进了大通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七十年代末期以来，

北京鼓楼医院人员陆续调离，造成县医技人员锐减，医疗质量也随之下

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

经过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医务人员工作积

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全县医疗卫生事业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大通解放后在医疗卫生事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虽然当前大通经济上仍属贫困地

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很不平衡，部分单位设备还比较陈旧，特别是

①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65年6月26日作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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