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绎l，



山东省荣军医院史志
第二版

(1946—1996)

一九九六年十月



编辑委员会

顾 问：胡士明 ．

主 任：张德慈

副主任：郭锡俊 ·

编 委：李建华李庚林阎海明 贾世辉

崔宝元赵和春李义明李桂珍

卢志信高亚男王毅张业森

李文书马进平 、

执行编辑t赵和春周文军



序

山东省荣军医院1946年创建于战火纷飞的华东战场，是我省

民政系统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综合性优抚医院。建院半个世纪以

来，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荣复军人服务的办院宗旨，收治了一大批

战功卓著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荣复军人伤病员，为建设祖国，巩固

国防，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稳定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被国家

民政部等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优抚医院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在迎接建院五十周年之际，写出了这部反映医院成长足迹的

史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以丰富的资料，翔实地记录了医

院成长的历程，尤其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在民政部和省民政厅的关心、支持下，

医院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读后给人以启迪和奋进的力量。

希望省荣军医院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荣

誉，坚持办院宗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医疗技

术水平，为荣复军人及社会病员提供优质服务，为医院的建设和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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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多秀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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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院自1946年成立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

第一部院史(1946--1986)是由原党委书记兼院长胡士明同志

和政治处李为生同志负责调查、整理、编写的。真实地反映了我院’

的发展历程。这部院史(第二版)，是在第一都院史的基础上续写

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7年以来，我隐壁持改革、开
放、搞活的方针．不断深化内部改革，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改革

力度。医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及技术效益，

知名度不断提高。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我院发展史，我们对第一部

院史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重点续写了近十年的发展变化。在编

写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和方法，尽力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医院的真实面貌．

这部院史的编写工作，是各级领导和省内外诸多老同志以及

广大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谨向各级领导及所有对我们

的编志工作给予帮助的同志们，表示诚挚、深切的谢意I ·

在史志的编写过程中，尽管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但由于缺

乏经验，难免出现缺点、错误，故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指正．

编者

1996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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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姜春云(前右二)来院慰同与院长张德慧(前右
亲切握手。

省长赵志浩{左三卜副省长张璃风《左二)来院慰问时会见
荣复军人病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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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酎部长范宝俊(前右=)在省民政厅耐厅

长鲍珊芝(左四)陪同下来院视察工作．

省民政厅厅长王彦瞢(左二)来院概察时和院领

导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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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在一起研究工作．左起：行政副院长贾世

辉、李庚林．党委书记郭锡俊．院长张德蕊．业务副院长

李建华，阎海明．纪委书记崔保元。

院长张德慈m左一)陪同美国专家来院考察



囊出下乡巡回医疗队器
耋晕人送医送药上门。

鼻医护人员在抢藉人，

#在砻八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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