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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县中医院志 序

序

<犍为县中医院志>，经三易其稿终于问世了。<犍为县中医院志)的问世，是犍为县中医

战线广大卫技人员的多年要求，是犍为县卫生战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一丰硕成果。

以史为鉴，振兴中医。这是本院编纂<犍为县中医院志>的宗旨和目的。因此，本院在整

个编纂过程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材料、毋庸置疑的历史

事实全面概述了犍为县中医院四十七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深刻变

化和取碍的重大成就。志书字里行间跃然着县中医院全体职工、卫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为

犍为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的可歌可泣事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现了

县中医院全体员工为振兴中医而奋斗的闪亮轨迹。它全面、系统、科学、实事求是地展示了

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为探索中医院跨世纪发展总结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十七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犍为县中医药战

线上却发生着震撼人心的阵阵惊雷。四十七年来，县中医院的发展有坦途，也有崎岖；有喜

悦，也有忧虑。但喜胜于忧是县中医院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犍为县中医院志>列述了这一

主旋律，并向人们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医药才能振

兴、中医药瑰宝才能放射出更加璀灿的光芒。为此，我深信<犍为县中医院志>，这部史实性、

可读性、知识性、地方性都较强的志书，将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阅读<犍为县中医院志>后．

将给读者以历史的启迪和勇于开拓的力量。若如此。我将深感无限欣慰。

愿<犍为县中医院志)在振兴中医药事业中发挥“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

以此为序。

犍为县中医院院长
汪贵明

二oOo年十月一日



犍为县中医院志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编纂。

二、本志上限为1953年，下限为1999年。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事物的完整性，有的

内容追溯于前。并按“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县中医院建立后的发展变化和成就。

三、本志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照、录、传。分列概述、大事记、机构沿革、党群组织、中

医、中草药、临床医疗、防疫、精神文明建设、人物等十二章。

四、本志突出专业特点，对历次政治运动不予详述。资料以档案为主，酌情采用口碑等

资料。以记述体文体进行编写，简化字以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年代、数字、百分

比、表格等用阿拉伯数字。计量以法定单位记述。

五、人物本着“生不立传”原则。医界人物主要记述本院已故有名望的医生，且以卒年先

后为序排列；对有特殊贡献的在世人物，采取由医院领导集体研究确定，编纂人员拟稿交本

人审核的办法，对先进事迹作简介记述，排名不分先后。

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日前，行文中可用建国前；此日后，可

用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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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犍为县中医院地处犍为县玉津镇中心，伴随着玉津镇行政机构的演变而演变。

公元1935年(民国廿四年)立县制，改为中城镇。1952年建政时又改名为新城镇。县

中医院前身新城联合诊所1953年1月6日正式建立。1958年人民公社化，新城镇为新城

人民公社，本院为新城人民公社医院。1959年人民公社将安乐、下渡、塘坝划出，此镇更名

城关镇。本院更名为城关镇联合医院。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成立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医院

成立了城关医院革命委员会。1981年地名普查时，因城关镇与其他镇重名而更为玉津镇。

1980年经省、市批准，本院改名为犍为县中医院，直属县辖。

玉津镇卫生事业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药事业在发展中前进，在

前进中壮大，这是本院历史的主体。

民国年问，少量而小型的卫生医疗机构的建立，是农村医疗保健网的萌芽。民间医生、

中药铺也相应逐步发展。中医师公会、医师公会、药业同业公会、国医馆犍为支馆、卫生委员

会等民间医药团体也先后建立，由县政府社会科分管医药群团。带徒式的医学教育和民众

性的卫生宣传等活动逐步开展。随着西医的传人，西医、西药逐步应用于临床。局部而有限

的一些防病治病医事活动也随之进行：。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的束缚下，全县

的卫生事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处于停顿状态。当时，医疗机构不健全，设备十分简陋，技术

力量薄弱，中医长期受压抑，医生地位低下，中医药处于自生自灭状况。县级卫生组织仅有

卫生院一所，且门前冷落。私人开办西医馆也寥若晨星。1942年(民国卅一年)县城有私立

西医诊所5所，中药铺(店)13家。有的执证行医，有的经营药品为主，聘请坐堂医生坐堂诊

治。群众信赖、技术过硬的医师仅5、6人。整个县城医药人员仅近60人。而且，医务人员

分散，诊金、药费昂贵，人民群众吃不起药、医不起病。加之缺乏科学卫生知识，封建鬼神、迷

信活动乘机作祟。每遇疫病流行，广大群众只得求神拜佛，捉鬼降仙，任病魔摧残，死者甚

众。广大人民处于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中。“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历史的真

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人民获得新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健

康和疾苦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卫生事业和振兴中医药。1950年元月，犍为县人民政府成立

后，着手建立、健全全县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卫生群团组织。1953年3月，县中医院前

身新城联合诊所诞生。随着党的卫生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党的一系列发展医

疗卫生事业措施的出台。玉津镇的中医药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卫技人员增加，医疗设施改

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妇幼卫生等工作逐渐开展。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

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同样受到严重影响。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

革命集团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颁

发了1978(56)号文件，号召振兴中医事业。对保护中医、发展中医事业采取了许多英明的

措施，本院中医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广大卫技人员心情舒畅，思想解放，积极性得到充

分调动，中医事业在坦途中迅猛发展。1979年至1999年的21年问，犍为县中医院发生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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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力量增加，综合实力增强。1979年本院共有职工

69人。开设门诊和住院业务，有病床40张，以中医为主，日门诊就诊量仅250人次。1999

年。本院有职工116人，开设门诊部5个，承包点2个；住院部设病区4个，定编床位100张。

全院有各类卫技人员106人．其中：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29人。医院收治病种达289

种，日门诊量达400人次，年门诊人数达14187人．住院924人次．业务总收入达282．1万

元。医院业务用房面积为6316平方米。职工住宅8000平方米。医疗仪器、器械总价值达

53．7万元，其中：价值1000元以上37件(台)，一万元以上8台(件)。引进新技术，开展新

项目223项。创建了“国家二级乙等”中医院，荣获了县“十佳医院”称号。犍为县中医院已

成为中医特点突出，功能齐备，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施完善，医疗质量较高的县级卫生单

位。

纵观四十七年犍为县中医院的演变过程，雄辩地向人们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医药事业才能振兴，才能发展，祖国的中医药瑰宝才能放射出

更加灿烂的光芒。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犍为县中医院必将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卫生局的领导下，乘改革

开放的东风，在“两个”文明建设的宏伟史册上谱写出新的篇章，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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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36年，成立“犍为县国药商业同业公会”，吴实之为理事长。

1941年，动委会聘请一批医生，为抗战军人家属义诊医疗。

同年“春生堂“开业。

1943年，键为中医师公会正式成立o

1944年9月，“国药商业同业公会”第三次改选理事长：余梓彬，常务理事：吴实之、廖世

昌。

1945年，犍为县中医师公会改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廖世昌。同年在县城开业西

医有：潘育生、万济民、袁懋衡、张德鸿、陈泽滨。 ．

1950年lO月8日，犍为县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同时，犍为县医协筹委会

第一区分会成立。

1951年川南卫生行政会议在泸州召开。本县参加会议的特邀代表有：中医唐蔚成，西

医潘育生。

10月，选派帅华光、潘育生、罗荣翘等八人，到乐山中医师资学习班学习，时间四个月o

1952年6月，犍为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

1953年7月6日，犍为县新城联合诊所建立。营业地址新城镇北街。

1953年，四川省第一届中医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本县出席会议的有：帅华光、熊光

宗、王进思、向时雨、舒元恺、张正隆、徐壁辉、卞荣良八人o

1954年6月，新城联合诊所由北街迁至交通街(玉津旅馆)o

同年．中医师李贡之从石溪诊所调任本所任主任。 ·

1955年新城联合诊所第一届主任，老中医唐蔚成逝世。

1956年，县政府卫生科任命帅华光为新城联合诊所主任。

10月，新城联合诊所调入助产员．二人开展接生业务。

1957年3月，新城联合诊所设立针灸科。王承骧、彭德惠任针灸医生o

4月19日，帅华光调任县卫生科副科长，李希然担任新城联合诊所主任。

5月，五通竹根镇中医伍仕才在犍为举办痔漏训练班，传授医技。本所中医熊如春学习

后，开设痔漏科。

1958年12月。新城联合诊所改名为新城人民公社医院，下设下渡、安乐、塘坝分院。

12月13日，胡正华任新城人民公社医院院长。

1959年11月29日，买湖南院子住房一座，后改为住院部。

1962年精简调整，新城人民公社医院更名为城关镇联合医院，亦称城关医院一

1973年6月，增设检验科。

1973年8月31日，本院门诊部峻工交付使用。

10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城关医院党支部。

1974年3月，新修住院部平房一幢，面积300平方米，设病床40张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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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本院开设眼科、五官科。

1980年1月1日，经上级批准，将城关镇卫生院改名为“犍为县中医院”。

1980年，本院配备30毫安、50毫安x光机各一台，设立x光室。

同年10月。住院部增设骨科。

1981年5月，本院有17名卫生技术人员晋升为初级卫生技术人员。

1982年，本院5名卫生技术人员晋升高一级卫生技术人员，其中：西医内科医师2人，

中医针灸医师、眼科医师、中医骨伤科医师各1人。

1983年5月，院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科室实行“五定”岗位责任制。

1984年lO月，建筑面积2156平方米的住院大楼竣工交付使用，并新增病床53张。

1987年

1月，通过<中医院改革方案>、(一九八七年医院工作计划>、<中医院工作管理制度>。

2月7日。新设一门诊正式开业。

16日乐山市人民代表来院视察工作。

20日院工会正式成立，选举赵生友为工会主席。

3月中旬，住院部对眼科、内科、骨科实行分科管理，病床由43张增设到100张。

3月20日，新开设二门诊正式开业。

5月7日，市卫生局来本院视察工作，对本院的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

8月中旬，省中医管理局、市卫生局领导来院视察工作，并将本院眼科列为市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

8月20日。院举办首届业务知识竞赛。

9月22日，“职工之家”验收合格。

10月24日，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本院由集体所有制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11月中旬，市、县人民代表视察本院工作，为振兴中医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11月13日，经中共犍为县委常委会议决定，县中医院为副局级单位。

1991年10月25日，建筑面积为2576平方米，总造价45万元的职工住宅l、2号楼破土

动工。

1992年12月10日职工住宅1、2楼竣工。

。 1993年9月，成都中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与本院联合开办肝胆病治疗中心。从事肝

胆系统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

1996年8月，引进<电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填补了本院医疗空白。

1997年1月，投资3万元，新买MD--9305型<心电监护伪一台。
．1998年3月，院输血管理委员会成立，王宗银任输血管理委员会主任。

3月，药荆科成立，熊忠涛任药剂科主任。药剂科下属中药科、西药科、制剂室，分别由

罗由杰、黄素华、帅一思任组长。

3月30日，药事管理委员会成立，张利华任主任，彭贤富任副主任。

1998年4月，购置无锡产SNJ2035新B超设备，开展<胃B超)业务。

11月，经省、市验收通过“国家二级乙等”中医院初审。

1999年4月8日，县中医院交通事故急救中心成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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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院成立“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组”。

8月，全国统一<执业医师法>医师资格认定工作，在我院开展。

1999年6月，新门诊大楼(建筑面积3000m2，总投资260万元)破土动工。2000年8月
峻工。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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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建国前的中医机构

．国医支馆

中央国医馆四川省分馆犍为县支馆(简称犍为县国医支馆)，系奉省分馆令由原犍为县

清溪镇医药研究会改建而成。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十一日在清溪镇正式成立(馆址

设三圣宫)。省分馆核委陈厚庵为馆长，李浚沦、赵左卿为副馆长，鲁雨昌为董事长，章相伦、

唐海州、陈玉书、鄢祝三等10人为董事。并发有委任令14件，印章一颗。

犍为县国医支馆兴盛时期会员发展到104人(含各区支馆)。每月至少开会一次，研究

中医学术、讨论病案。每年夏秋送诊送药，活动颇有成效。
‘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十七日(国医纪念节)，分别成立犍为县国医支馆第一区支

馆和第二区支馆，均隶属县支馆。第一区支馆由九井、双溪等乡中医药人员组成。选举王翼

之为馆长，陈锡周、古大金为副馆长，赵伦玉、蓝泽培、陈四义等5人为董事。第二区支馆由

榨鼓、铁炉、祗园等乡医药人员组成。选举余成章为馆长，黄慕琴、李伯瑜为副馆长，周志儒、

施久兴、杨福林等5人为董事。

县国医支馆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夏秋之交、时疫发生之际，为贫苦人家、军人家属

施药送诊。医师尽义务，药费来自民间慈善捐施。农历六月十二日至十月七日送中药530

付，合法币3181．60元。当年七月二十日．为经费拮据，呈文求县政府发给补助费，以资推进

会务和施送医药等事宜。县府批复自行设法解决。

县支馆曾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发快邮代电，向各县国医支馆呼吁：振救中医事业．

改进学术；以发扬光大。名中医、江津县国医支馆馆长任应秋等回电声援。省国医馆还发来

<光华医药杂志>．每月一次，以供会员阅读。 ．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县支馆有会员66人，第一区支馆会员15人，第二区支馆会员

16人。直到解放前夕才自行解散。

中医师公会

犍为县中医师公会(会址设文林街荣昌生药店)前身曾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

成立，定名为犍为县中西医公会。后县府批示：中西医合并成立公会不符合规定。故自行解

散。复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三月二十五日，公会发起人召开筹备会议．拟成立犍为县

中医师公会。四月五日报县许可，由发起人余梓彬等三人为临时筹备员。同年四月二十二

日在县商会召开成立大会。入会会员46人。选举廖世昌为首届理事长；熊静帆等四人为常

务理事，叶俊明为常务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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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的宗旨及任务：公会属中医师群众性学术组织。宗旨为研究中医学术。促进中医药

事业发展。任务为推进医师人才之发展，集合团体，分配人事，维护同业利益，协助政府推行

政令。

经费来源：由会员筹集，各出基金两百元。如有不敷．由会员自愿乐捐，以资弥补。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三十日．中医师公会为优待诊疗官兵一事召开常会讨论。

并为此形成决议。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三月一日，在商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改选理、

监事会。连选廖世昌为理事长，余梓彬、邓斌为常务理事，叶俊明等6人为理事。常务监事

1人，监事2人，候补理事3人。候补监事1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五日。举行第三届会员大会。选举邓斌、廖世昌、王光华为

常务理事，王光华为理事长。余梓彬为常务监事。共选举理监事15人。第三届改选后，因建

立了公会的乡镇组织，会员发展到222人(其中女1人)。同年四月三十日．召开第三届第一

次理监事联系会议，通过决议：加强行政效率，健全乡镇机构。建立县中医师公会各乡镇办事

处。各办事处设立若干股，分别由办事处主任干事、副主任干事、助理干事或优秀会员充任。

会后，曾派人赴部分乡镇协助，对乡镇发展会员，建立健全组织有所推动。

解放后．中医师公会停止活动，组织自然消失。

国药商业同业公会

犍为县国药商业同业公会(会址设城墙边珉惠宫)由中药材商吴实之、余梓彬等4人发

起筹备。经县党部许可，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十日在县商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会员13人。选举吴实之为理事长，余梓彬等8人为理事，李芯如、周利和为监事。

国药商业同业公会曾改组整理数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十日第一次改选。

当选主席吴实之。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月二十日第二次改选，仍选举吴实之为理事长．

郭钧武、余梓彬为常务理事，廖世昌等4人为理事，周利和、叶永江为监事。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九月十三日第三次改选，出席人数14人，选举余梓彬为理事长。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改选。理事长仍为余梓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改选为郭钧武。

经费按月由会员摊派，并每月缴商会一千元。各届会员数均保持14—15人。

理监事会任务：l、奉令办理筹募公债及所得税等事宜；2、办理会员证章；3、药材价目实

行限价，通知各会员商店一律遵令；4、调整本会人事问题等。

除县城外，部分乡镇也有国药商业同业公会组织。其简况见附表。

附：乡镇药业同业公会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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