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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丰城的医药卫生人员在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为人民健康水乎的提高与繁衍生患作出了重要的

一贡献。但历代志书对此均无详细记述，更无专门的医药卫生志

．一书，实为一大憾事。我们编修丰城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卫生专业

，志是一个新的尝试，期能补前人之阙，使医药卫生工作能_前有
、

所稽，后有所鉴·。，
’ ’

1丰城县卫生态'上溯明朝弘治，下迄1988年12月丰城县改

市止，记述五百年来医药之发展，防治之得失、人事之变迁。编

L。’ 写中按实事求是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做到思

膏，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突出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尽可能正

’j
‘

确地反映医药卫生的发展状况。 -

，

“

． 历史是最公正的。从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可以看蓟，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丰城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刭改善，与疫病的
． 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卫生事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

城乡卫生面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

‘ 一

．

‘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都需要

。． ．’探索和开辟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

放的方针，为卫生工作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这一代人肩负

着更加光荣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期望这本‘丰城县卫生志' ．

o 有助于同志们了解丰城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历史，有助于吸取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促进丰城医药卫生事业的发
，

／

．

．

··

一-t

’

．f 1．r



晨，能在建设‘‘四化劳的历史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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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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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 寄·j一。：||?。j 2j o I，。

’，．-，本志编纂工作自zgs4牟-秋开始，：在局党组直凄领导下，县‘。一
：‘ 史志办具体指导下，经过卫生部门群策群力，广收赘科，几经修

改，审定，业巳胜利完成，可说是群众智慧和集体力量的结晶．我 ，
．

：编修‘丰城县卫生态'是丰城建县以来的首次，是金县人民。、
·。

，t的一大好事。它不仅翔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卫生事业蓬勃发

． ’晨的面貌，而且记载了明弘治以来丰城县的医药卫生历史。实事 i．

．、·求是的秉笔直录，对于我们借鉴历史，探索未来，’发晨县改市后

， ，‘的丰城卫生事业，摘好医德医风，无疑是十分必要而且大有好处7 、。．

卜’。'，意磊耋嚣现募篇。0为二麓^Io．_．：
’“，

“、 我深信，丰城几千名_白衣天使节，必将弘扬白求恩精神，为百万 ．

：

：． 丰城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开拓进取，谱写出更美更新的篇章．i：’，
’．． Ii

。

．，一 ，、，r 、⋯ ，、。一-．

．矗．。⋯?。4，!一：?：，一’∥‘．1‘’～一：：：．‘：“聂蕾群
’

t

‘；0，j 7．!：，o～、·，√‘，、w— t，：_’。√．。
’

；

’j ． ‘，一．

’^ ：， · 。r：、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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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

， 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 。：1 。，√‘ ’

一 =，本志力求反映丰城县医药卫生的历史和现状，详今略
’‘

古，重点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40年的情况。 ～． 。；
‘’

二 三，本志时限，上起子明弘治年闯，下止于1988年．一 ‘ 、】

，． ．+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横排
‘

一 门类，纵写史实，图、表分插文内。j ：，．， ’|．，“r，
-t。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 ．

． 六，人物，已故的有影响的人士立传I主治(管)以上医务人
。

，+’I
物列表。：f， 7卜．

。

。，i ‘：。+、
．

， 。1
，，七、资料来源l’江西省、丰城县档案馆与图书馆资料，本局 ：

历史资料，各医药卫生单位志，有关部门，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 j．
“

文字或口碑资料。 ，
。

。

，．．、

， 八、纪年与称谓t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纪年用当时习惯 ．

， 记法，在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但一节内同一年号多次出现者只

。注一次。各时期政权，均按当时称谓。行政区划，地名用当时名

，“ 称。人物则直书其姓名。 ’ ，| ·

一一 ’九、数字与表式。除引文外，数字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联合
、

’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表格中一．。
一· ·一·表示无，·⋯一表示不详．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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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i⋯⋯⋯⋯⋯⋯：⋯⋯·⋯·l

大搴记⋯⋯⋯⋯⋯⋯⋯⋯⋯．．，一⋯：⋯⋯⋯．：：：：：⋯⋯。二．．：⋯．．．⋯．：：⋯．8

第一章‘卫生机构．．，⋯⋯⋯⋯⋯⋯⋯⋯⋯⋯⋯⋯⋯j⋯⋯··?⋯⋯⋯··25

7第一节行政机构⋯⋯⋯⋯⋯⋯⋯⋯⋯⋯⋯⋯⋯⋯⋯⋯⋯⋯⋯⋯25

’第二节防治机构⋯⋯⋯⋯⋯⋯⋯⋯⋯⋯⋯⋯⋯⋯⋯⋯⋯⋯⋯··32
第三节医疗机构⋯．．．⋯⋯⋯⋯⋯⋯⋯⋯⋯⋯⋯⋯：⋯⋯⋯⋯⋯"47

第四节药械机构⋯⋯⋯⋯⋯⋯⋯⋯⋯⋯⋯⋯⋯⋯⋯⋯⋯⋯⋯“73
． 第五节药品检验机构⋯⋯⋯⋯⋯⋯⋯⋯⋯⋯⋯⋯⋯⋯o山⋯⋯75

第六节教育机构⋯⋯⋯⋯⋯⋯⋯⋯⋯⋯⋯⋯⋯⋯⋯⋯⋯⋯二⋯·76

第七节工业及其他部门医疗卫生机构⋯⋯⋯⋯⋯⋯⋯m⋯o⋯78

第八节器众团体⋯⋯⋯⋯⋯⋯⋯⋯⋯⋯⋯⋯⋯⋯⋯⋯⋯⋯⋯⋯82
‘．

?’ ～ 一o～’ ·。+：“ 。“．o ‘。：≮ji
／

’
，

_
，

。 第=章卫生队伍⋯⋯⋯⋯⋯⋯⋯⋯⋯⋯⋯⋯⋯⋯⋯⋯⋯⋯⋯⋯⋯8 7P

第一节卫生单位职工⋯⋯⋯⋯⋯⋯⋯⋯⋯⋯⋯⋯⋯⋯⋯⋯⋯⋯87

。第二节个体医⋯⋯⋯⋯⋯⋯⋯⋯⋯⋯⋯⋯⋯⋯⋯⋯⋯⋯⋯⋯⋯9l

， 第三节兼业医⋯⋯⋯⋯⋯⋯⋯⋯一⋯．．．⋯··j⋯⋯⋯·：厶⋯⋯⋯·101

第四节乡村医生⋯⋯⋯⋯⋯⋯⋯j⋯j⋯⋯⋯⋯⋯⋯⋯⋯⋯⋯“109-

1’·



第五节不脱产卫生人员⋯⋯⋯⋯．．．⋯⋯⋯⋯⋯⋯⋯⋯⋯⋯⋯⋯105

第六节其他专职人员⋯⋯．．．⋯⋯⋯⋯⋯⋯⋯⋯⋯⋯⋯⋯⋯⋯⋯107
， ●

“

“F

第三章爱置卫生运动⋯⋯⋯⋯⋯⋯⋯⋯⋯⋯⋯⋯⋯⋯⋯⋯⋯”108

第一节反细菌战⋯⋯⋯⋯⋯⋯⋯⋯⋯⋯⋯⋯⋯．．．⋯⋯⋯⋯⋯⋯105

第=节除害灭病⋯⋯．．．⋯⋯⋯⋯⋯⋯⋯⋯⋯⋯⋯⋯⋯⋯⋯⋯“109
第三节。两管五改’⋯⋯⋯⋯⋯⋯．．．⋯⋯⋯⋯⋯⋯⋯⋯⋯⋯⋯⋯115

，第四节治理脏、乱、差⋯⋯⋯⋯⋯⋯⋯⋯⋯⋯⋯⋯⋯⋯．．．⋯⋯··115
第五节健康教育⋯⋯⋯⋯⋯⋯⋯⋯⋯⋯⋯⋯⋯⋯⋯⋯⋯⋯⋯⋯117

第四章卫生防疫⋯⋯⋯⋯⋯⋯⋯⋯⋯⋯⋯o⋯⋯⋯⋯m⋯⋯⋯118

第一节预防接种⋯⋯⋯⋯⋯⋯⋯⋯⋯．．．⋯⋯⋯⋯⋯⋯⋯⋯⋯⋯118

第=节劳动卫生⋯⋯⋯⋯⋯⋯⋯⋯⋯⋯⋯⋯⋯⋯⋯‘⋯⋯⋯⋯⋯126

第三节环境卫生⋯⋯⋯⋯⋯⋯⋯⋯⋯一⋯⋯⋯⋯⋯⋯⋯⋯⋯⋯130

第四节食品卫生⋯⋯⋯⋯⋯⋯⋯⋯⋯⋯⋯⋯⋯⋯⋯⋯⋯⋯⋯⋯133

第五节学校卫生⋯⋯⋯⋯⋯⋯⋯⋯⋯⋯⋯⋯⋯⋯⋯⋯⋯⋯⋯⋯139

第五章一疾病防治“·：“；·一-a“·“·“一⋯⋯一一～ _lJ‘3

第一节传染病⋯⋯⋯⋯⋯⋯⋯⋯⋯⋯⋯⋯．．．⋯⋯⋯⋯⋯⋯⋯⋯145

第二节地方病⋯⋯⋯⋯⋯⋯⋯⋯⋯⋯⋯⋯⋯⋯⋯⋯⋯⋯⋯⋯⋯160

第三节职业病⋯⋯⋯⋯⋯⋯⋯⋯⋯⋯⋯⋯⋯⋯⋯⋯⋯⋯⋯⋯⋯16S

第四节结核病⋯⋯⋯⋯⋯一⋯⋯”⋯⋯⋯⋯⋯⋯⋯⋯⋯⋯⋯⋯166
，

’

，

t、-
，

_
，

第六章血吸虫病防治⋯⋯⋯⋯⋯⋯⋯⋯⋯⋯⋯⋯⋯⋯⋯⋯⋯‘169
， 第一节流行概况⋯⋯⋯⋯⋯⋯⋯⋯⋯⋯⋯⋯⋯⋯”!⋯⋯⋯⋯⋯19'0

。第二节查螺灭螺⋯⋯⋯⋯⋯⋯⋯⋯⋯⋯⋯⋯⋯⋯⋯⋯⋯⋯⋯⋯178

第三节大面积水浸药杀灭螺⋯⋯⋯⋯⋯⋯⋯⋯⋯⋯⋯⋯⋯⋯⋯184

第四节查病治病⋯⋯⋯⋯⋯⋯⋯⋯⋯⋯⋯⋯⋯⋯⋯⋯⋯⋯⋯”187

．．第五节综合治理⋯⋯⋯m．．．．．．．．．⋯．．．．．．⋯⋯⋯．．．．．．⋯．．．⋯⋯⋯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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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麻风囊防治⋯一一⋯⋯．．．．．．．．．．．．．．．．．．．．．．．．一．．．．．．．．．．．．m 20l

一、 第一节流行概况⋯⋯⋯⋯⋯⋯⋯⋯⋯⋯⋯⋯⋯．．．⋯．．．⋯⋯·一204
． ，第=节发现病人．．．⋯⋯“．．．”⋯⋯eO b M@"b U tO 0⋯⋯⋯⋯”9．07

， 第三节防治措施⋯⋯⋯⋯·“⋯⋯⋯⋯⋯⋯⋯⋯⋯⋯⋯⋯．．．⋯⋯209
t 第四节麻风村管理⋯⋯⋯⋯⋯⋯⋯⋯⋯⋯⋯．．．⋯⋯．．．⋯m．．．⋯217

+， ： ， ．
．

’
。

{ J
’

，。

’

、 ，‘

T，

‘

，

’

第八章妇幼保健⋯⋯⋯⋯⋯一⋯．．．⋯⋯⋯叩⋯⋯⋯-．．⋯Ⅲ··矗9-14

、7．’第一节7接生⋯⋯⋯⋯⋯⋯⋯⋯⋯．．．⋯⋯⋯一"s@·si@@M@Q*o ooo@0⋯⋯·214

一 一：第=节妇女病查治⋯⋯⋯⋯⋯⋯⋯⋯⋯⋯⋯⋯⋯二⋯⋯⋯⋯．．．218
。．一第三节妇女劳动保护⋯m⋯⋯⋯⋯⋯⋯一⋯⋯⋯⋯⋯⋯⋯⋯“224

。‘。 屯7第四节儿童保健⋯⋯⋯⋯⋯⋯⋯⋯⋯⋯⋯．．．⋯⋯⋯⋯⋯⋯⋯225
。。．’， 第五节母子系统管理⋯⋯⋯⋯⋯⋯⋯⋯⋯⋯⋯⋯⋯⋯⋯⋯⋯“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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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 簟九●中医QItlQOOOO MODOOg gOt¨⋯⋯⋯⋯⋯⋯⋯⋯⋯⋯⋯⋯⋯⋯⋯”9．35

。，i’第一节事业发展⋯⋯．．．⋯⋯⋯⋯o⋯．．．⋯⋯⋯⋯⋯⋯⋯“．．．⋯·235

。．．-第：节诊疗技术⋯⋯⋯⋯⋯⋯⋯⋯⋯⋯⋯⋯⋯⋯⋯⋯⋯⋯⋯⋯238
‘ ： 第三节中西医结合⋯·“⋯⋯⋯．．．．．．⋯．．．⋯⋯⋯⋯⋯⋯⋯⋯⋯．．．245

‘

‘+1．’． ，
． ．

． ．’⋯ ．一⋯’ ’j
，’

’ ”

～j 第十●西医⋯⋯小⋯⋯⋯⋯⋯⋯⋯⋯⋯⋯⋯⋯⋯⋯⋯⋯⋯⋯⋯一248

第一节事业发展⋯⋯·“⋯⋯⋯⋯⋯⋯⋯⋯·o⋯⋯⋯⋯⋯：”·：⋯·248

’。第二节医疗设备．．．⋯⋯．．．⋯．．．⋯⋯⋯⋯⋯⋯⋯⋯⋯⋯⋯．．．⋯⋯251

第三节诊疗技术．．．⋯⋯⋯．．．⋯·-⋯⋯⋯⋯⋯m⋯一⋯⋯⋯⋯⋯·2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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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一●医疗活动⋯⋯一⋯⋯⋯⋯⋯⋯⋯⋯⋯⋯⋯⋯⋯．．．⋯一263
。

。第一节门诊医疗⋯⋯一⋯⋯⋯⋯⋯⋯⋯⋯⋯⋯⋯⋯⋯⋯⋯⋯⋯．263

，，第二节巡回医疗⋯m⋯·"OBM@M·J．．．⋯⋯⋯·”⋯⋯⋯⋯⋯⋯⋯·．：“267
’

，” 第三节急危重病人抢救．-．⋯．．．⋯⋯．．．⋯m⋯⋯⋯⋯⋯⋯⋯⋯⋯269

， 第四节体检⋯⋯m⋯．．．⋯m⋯⋯m⋯一⋯⋯⋯⋯⋯⋯⋯⋯⋯。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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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医学教育与科研⋯⋯⋯⋯⋯⋯⋯⋯⋯⋯．．．⋯⋯⋯⋯”274

，第一节医学教育⋯⋯⋯⋯⋯一⋯⋯⋯⋯!⋯⋯⋯⋯一．．．．．．⋯⋯274
’第二节医学院校教学基地⋯⋯⋯⋯⋯⋯⋯⋯一一⋯⋯⋯⋯⋯一281

L 第三：节’科研成果⋯⋯⋯⋯⋯”⋯⋯⋯⋯⋯⋯⋯⋯⋯⋯⋯”“”·283
：第四节学术活动～⋯⋯⋯·．．⋯⋯⋯⋯⋯⋯．．．·“⋯⋯⋯⋯⋯·”·289

一

‘
。

第十三章

!．．第—节

： 第二节

；”第兰节

： 第四节

第十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医疗制度⋯⋯一⋯⋯⋯⋯⋯⋯～⋯⋯⋯⋯⋯⋯⋯·29$
公费医疗⋯⋯⋯·” ⋯⋯⋯．⋯⋯⋯⋯··．293’
劳动保险医疗⋯～⋯⋯⋯⋯⋯⋯⋯⋯?⋯⋯⋯··寸．．．⋯·298
合作医疗⋯⋯⋯⋯一”一⋯··”⋯．．．“一·一⋯o?⋯⋯299
免费医疗—一⋯⋯· ·“⋯⋯⋯·j·⋯⋯304． 。

医院管理⋯⋯⋯⋯⋯⋯⋯⋯⋯⋯⋯⋯⋯⋯⋯⋯⋯⋯··308

管理体制⋯⋯⋯⋯⋯⋯⋯⋯⋯⋯⋯⋯⋯⋯⋯·?⋯⋯⋯⋯306

行政管理¨^⋯·n-一m⋯一-·⋯·．．．一一⋯⋯⋯⋯．．．-函⋯⋯310

技术管理一⋯⋯⋯⋯⋯．．．．．．·⋯．．．，t⋯⋯·⋯⋯⋯⋯⋯⋯“315

经济管理·i‘：，iii，：=ii⋯，i⋯⋯⋯⋯⋯⋯⋯⋯⋯甲·319

收费标准⋯⋯⋯⋯⋯⋯⋯⋯⋯⋯⋯⋯⋯⋯⋯⋯⋯⋯⋯⋯323

，， 、‘’一， ⋯’·。 ⋯t
r 0 ·i．：一 、“

第十五章卫生财政一OOBIOB@,OO 0 O O Q M”⋯．．．⋯⋯⋯⋯⋯⋯⋯⋯⋯·-327

．一第一节卫生经费．，，⋯一．-．．，．．．．．．，．，．⋯一，⋯⋯⋯⋯⋯⋯“”?⋯．．．327

第二节基本建设经费⋯⋯．．．⋯．．．．．．一，．．一．，．⋯⋯．．．．．．m．．．，．．⋯·333

第三节工资福利⋯⋯⋯⋯．．．⋯⋯⋯⋯⋯⋯⋯⋯⋯⋯⋯⋯⋯⋯⋯337 ，’

第四节，医疗器械经费⋯⋯臀·．．臀．．··．．·!!⋯⋯⋯⋯⋯．．．⋯⋯⋯⋯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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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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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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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药材种植⋯⋯⋯⋯⋯⋯⋯⋯⋯⋯⋯⋯⋯⋯⋯⋯⋯⋯¨s47

第四节药材购销⋯⋯⋯⋯⋯⋯⋯⋯⋯⋯⋯⋯⋯⋯⋯⋯⋯⋯⋯⋯349

第五节制药⋯⋯⋯⋯⋯⋯⋯⋯⋯⋯⋯⋯⋯⋯⋯⋯⋯⋯⋯⋯⋯“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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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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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药政⋯⋯⋯⋯⋯IoJ g m O o oO-⋯⋯⋯⋯⋯⋯⋯⋯⋯⋯⋯．．．354。
。

第一节药品检验⋯⋯⋯⋯⋯⋯⋯⋯⋯⋯⋯⋯⋯⋯⋯⋯⋯⋯⋯⋯354 ’t

．． 第二节价格、质量管理’⋯⋯⋯⋯⋯⋯⋯⋯⋯⋯⋯⋯⋯⋯⋯⋯⋯356
’t

一． 第三节麻、毒，限剧药品管理⋯一⋯⋯⋯⋯⋯⋯⋯⋯⋯⋯⋯⋯⋯357
’

。第四节药品市场管理⋯⋯⋯⋯⋯⋯⋯⋯⋯⋯⋯⋯⋯⋯⋯⋯⋯⋯359 ．一

’

第五节。青黛”事件⋯⋯⋯⋯⋯⋯⋯t“”，⋯⋯⋯⋯⋯⋯⋯⋯⋯36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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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7 ’ ，

．． 第十八章计划生育⋯．．．⋯⋯⋯⋯⋯⋯⋯⋯一⋯⋯⋯!⋯⋯⋯⋯“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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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4年，丰城县曾3次出现人口下降现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贯彻叠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绪

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努

力发展卫生保健事业·1988年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各1个，血

吸虫病防治站，皮肤病医院、结核病防治所等专科防治机构3个，

乡、镇卫生院32个，还有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卫生学校，药品

检验所，7医疗器械修配所等卫生事业单位。工业与其他部门有

医院7个i门诊部(所)62个、防疫站1个．医院病床由1949年的、

·10张发展到2053张‘其中工业与其他部门637张)，平均每千人口

， ：从50年代起，国家医学院校不断分配毕业学生来县工作，本

县逐年培训了_批批医务人员≥．60年代末到70年代还大量培训

赤脚医生，卫生技术队伍有很大发展．1988年全县医药卫生人员

共8977人。其中卫生事业单位2568人j村级医务人员1207人(乡r
‘。j ，村医生569人，农村卫生员688人)，个体开业医生202．k。全县医
。．- 药卫生人员达到人口的3．78‰。卫生队伍素质也有很大提高。

，’’ 1988年全县有副主任医师20名，主治(管)医、护、药、技师245名，

．．， 医，护，药，检、技师485名，医、护，药、检，技士903名，其他初级卫
。

J、 ’‘生技术人员1117名，中医，西医i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不断壮大◆‘

． 。县，乡、村三级医疗、防疫、保健网日趋完善，农村缺医少药局面

得到改变。。彳j⋯，：r-：“+’～，j． -一一⋯，，：-“：。 7．

一 ∥医疗设备，。县级医院已有了BD8828型超声定位干式体外、

，震波碎石机、B型超声波诊断仪等先进诊疗器械l乡镇卫生院也

‘，普遍配备了X光机与检验设备，有些地方能作生化检验，心电。

。 ，图与超声波诊断。‘现在，县人民医院已能诊治各种常见内科病4；

症，开展胸腔，泌尿，大面积烧伤及部分颅脑外科手术I大部分乡。 ．?

卫生院也具备腹部手术能力I小伤小病可以在村卫生所就地诊¨。‘；
～ ●

，
’～

。。·I·，，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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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保健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霍乱、天花等严重危

，j 害人民的传染病已经根除，白喉、钩端螺旋体，小儿麻痹等传染。

病近薮年未发现病例，血吸虫病已在1977年基本消灭，麻风病患
，·， ：病率由O．46‰降到O．14‰，丝虫病与地甲病也分别达到基本j·’
‘。

．清灭和基本控制的标准。新法接生率1988年已达到99．7％。妇’

女病自1958年以来经过多次普查普治已大大减少，子宫脱垂
‘ ’

．‘ ．’1960年有3584人，1988年已无I度以上子宫脱垂。新生儿死亡：．
’． 。率、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

．

。

r|，‘城乡的卫生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特别是80年代抓卫生治，’

： 本建设，农村已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508个，手压机井44830台，．．

。’． ：城区100％、农村81．7％的人口已饮用上卫生水，沼气池建造了j‘

、：：’。：3000处I修建了大批卫生条件较好的新房，普遍建立了厕所、禽；

t。· ，、?窝和畜圈，2／3的农村集镇铺设了水泥路面，街容村貌大为改‘，’

．。‘ 1，，!观。7，?‘
’

。，．，z一’；t ‘’一j、 +· ‘，}，～
～

： ’计划生育工作1956年自城镇开始逐渐发展到农村。1988年卜

’|、o底，已婚育龄妇女178911人．，落实结扎，上环等节育措施的；。一

，一‘·：156378人，节育率达87．4l％。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5．4‰下；7
‘’、 ；降为12．5‰，人I：i自然增长率亦由1957年的23．9‰下降为： ，

’o 6．6‰。，。⋯：．．⋯．二j．。一，：‘r。 ‘一”：’，
“

，{．?

，：、．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城的医药： ^，。

“．．

’

’卫生事业必将更快地前进，为救死扶伤，增进人民身体健康作出} ：

’：，，-更大贡献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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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光镇医疗卫生网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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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记

。1488----1505年(明弘治年闯)丰城万育弦号称万一帖任太．

医院御医。+、 ，

‘

j

： 1819"-'1884年(清嘉庆=十四年～光绪十年) 陈翰璜著 ．

‘十二时辰血脉歌'，t三十六椿歌'、‘小手扣拿点穴医方'，‘封血
i 止痛秘诀'。 - ．。 ，： 、

1873年(清同治十=年)t丰城县志'载历代百岁以上老人

有29人，其中明万历年间1人、清康熙年问1人、乾隆年间9人、嘉

庆年N9人、道光至同治年问9人‘，男性6人，女{!}23人。 ：

1894年(清光绪=十年)疫疠流行。 ’． ·；
。

1917年(民国6年>天主堂办诊疗所，民国28年停办。

1918年(民国7年>西医陈景春在剑光镇开办西药房兼行

医。
‘。

。|

，

7’

∥ ：

1921年(民国lO年>救济院设施医所，民国32年停办。i

．

* 1924年(民国13年)6月 大水成灾，赣江堤溃决36处，

山蛸倒塌25处，淹没农田兰万余亩，房屋冲倒413幢。‘灾后疫

疠流行。 ，． }．

1927年(民国16年) 白土乡谢坊村设育婴局，接种牛痘。是

年铁路头江上村发生霍乱，一天死亡24人。 ．-
。

‘：

． 1930年(民国19年)8月 铁路头向阳巷下、坑头，王家，宋

家、沈家，榨下、下屋等7个村庄因天花死亡70余入。
‘

．

’

1931年(民国20年)8月23日 成立丰城县立医院．始有新法
一 -

．

e·量j·
’

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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