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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苏北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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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苏北区作为省级行政单位，存在了 ３ 年多的时间。 虽然时间不长，但在
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该地区以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尝试从医
疗卫生事业方面入手，来展现苏北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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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作为省级行政单位的苏
北行政区设立，并成立了苏北人民行政公署，驻地
为泰州，下辖扬州、泰州、盐城、淮阴、南通等 ５ 个
专区，４１ 个县、市。 １９５０ 年初，苏北行署开始对全
区行政区划进行调整。 ２ 月 ６ 日，苏北行署公布
行政区划调整结果： 将扬州专区与泰州专区合并
为新的泰州专区 ，调整后的苏北行政区有 ４ 个专
区、３５ 个县、３ 个市。 １ 月 １３ 日，苏北区党、政、军
等领导机关从泰州迁往扬州［１］ 。 中共在苏北建
政初期，全区百废待兴，有很多困难和亟待解决的
问题。 其中，普遍建立并充实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和组织，遏制各种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广泛流行
的趋势，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一项非
常紧迫的任务。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面向
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２］卫生工

作三大原则的指引下，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显著的
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医疗卫生机构的创建

苏北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在抗日战争时期
就已经开始。 当时，“各专区在抗日战争中组织
游击治疗队，在坚持原地斗争中为干部进行抢救
工作，淮阴、盐城专区，各县先后建立人民医
院” ［３］ 。 １９４６ 年，盐城专区的阜宁、盐城、滨海，淮
阴专区的泗阳、沭阳、涟水等县都创办了人民医
院。 到 １９４８ 年底，淮阴、盐城 ２ 个专区下属各县
已经全部建立了人民医院，且“有些条件较好之

县已经开始发展区分院或分诊所”［４］ 。 但是，这
些医院普遍资金短缺，设备简陋，人员不足，有的
甚至没有固定的院址。 而南部的泰州、扬州、南通
等专区，“很少有人民医院的建立” ［５］ 。
苏北全面解放以后，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
后，在民政处之下设立卫生局，各专区设立卫生
科，各县设立卫生股，初步建立了医疗卫生行政系
统，医疗卫生事业从分散进行，达到全区统一［５］ 。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苏北第一届卫生会议决定，将各县
原有的干部疗养所或门诊室一律扩充为人民医

院［６］ 。 ５ 月，卫生局脱离民政处，成为公署直属
局，下设秘书室、计划室、医政科、防疫科、保健科，
职工增加到 ４０ 多人［７］１４ 。 ６ 月，苏北第二届卫生
会议“改各县人民医院为卫生院” ［６］ ，代替卫生
股，“兼理全县卫生行政” ［７］１８ ，业务部门改为企业
管理，业务机构和卫生行政机构合二为一。 １９５１
年 １月，卫生局增设人事科和医院管理科，职工增
加到 ９３人［７］１４ 。 春，苏北行署通知各县设立卫生
科，“编制 ４—５ 人，同年 １２ 月编制增至 ７
人”［７］１８ ，医疗卫生行政机构与业务机构分离。 到
１９５２ 年，各县、市普遍设立了卫生科，除了兴化、
崇明、如东 ３个县外，已经有 ３４个县、市设立了卫
生科［８］ 。
同时，医疗卫生业务机构和群众性医疗卫生

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 截止到 １９４９ 年底，全区建
立了 １个苏北医院、４ 个专区人民医院（原 ５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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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 ４个），３４个县市人民医院、４ 个县立干部疗
养所、４９ 个区分所或分院（淮阴 ３６、盐城 １３），有
区以上卫生委员会 １８５ 个、医协会 ２４ 个、医协小
组 ３６ 个、防疫诊所 ２０ 个、流行病医疗队 ４２ 个，组
织了医药合作社 １７ 个［９］ 。 １９５０ 年，医疗卫生业
务机构和群众性医疗卫生组织有了较大发展，有
作为卫生行政机构的院 ４１ 个、区卫生所 ９８ 个、县
医协会 １４个、区医协会 １７６ 个，近 ７０００ 名社会医
工人员加入医协会［６］ 。 到了 １９５１ 年，有人民医院
１个、疗养院 ２ 个、中心院 ４ 个、县市卫生院 ３７
个、区卫生所 １４４ 个，并有县医协会 ３０个、区医协
会 ３９５ 个，参加医协会的中西医工人员达 １２６９８
人［１０］ 。 另外，据 １９５１ 年 ９月份的统计数字，有联
合诊所 １６６个［１１］ 。 １９５２ 年上半年，由于把大部分
力量投入到 “三反”运动中去 ，全区医疗卫生事业
一度处于停顿状态， 医疗卫生业务机构和群众性
医疗卫生组织受到影响。 后经全力恢复，到 ９ 月
底，已经有人民医院和各级卫生院 ４２ 个、区卫生
所 ２４１ 个［１２］ ，有县医协会 ２８ 个、区医协会 ４２２
个，中西医会员达 １５４１５ 人［８］ 。 另据不完全统计，
成立了 ４４７个联合诊所［８］ 。

二、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

苏北的医疗卫生队伍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人员比较匮乏，普遍没有经过正规的医学教
育和训练，业务不熟练，水平不高。 苏北区成立以
后，医疗卫生队伍的现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
需求形成了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开始裁撤
冗员，从外地招募卫生技术人员，注重在职人员的
培训，并加大对新生力量的培养。

１９４９ 年，开始对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调整和整
编。 据盐城、泰州 ２ 个专区的统计，共裁减冗员
２１５ 人，仅泰州市人民医院从原来的 １００ 多人，削
减为 ４５ 人［４］ 。 此外，各地以教学合一的办法， 培
养了 １４０ 多名在职医务干部，并创办了短期医务
训练班，训练了 １２０ 多人和４０ 余名助产人员［５］ 。

１９５０ 年，仍感医疗卫生人员极度匮乏，尤其
是医疗技术人员，离实际需要仍相差甚远。 ７至
１２ 月，苏北卫生局先后多次到上海、南京等大城
市进行招聘，录用医师 ６ 人、医助 ３７ 人、护士 ９７
人、护士长 ９人、助产士 ９０ 人、药剂员 ５０ 人、化验
员 ５人，以及其他医务员、卫生员 １５ 人，共计 ３６９
人［６］ 。 卫生局于 ８ 月份成立苏北卫生学校，招收
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学生 ３４８ 人。 其中，卫生行

政科 ２班 １２３人 ，助产科 ２ 班 ９０ 人，专为初级医
卫干部补习所设的进修班 ２ 班 １２８ 人。 另外，南
通医学院医科有学生 ２２９ 人， 招收高中毕业生，学
制为 ５年［１３］ 。

１９５１ 年，在维持与巩固原有基础之上，作重
点的提高与发展。 首先，整理中级医学教育。 对
苏北卫生学校的学生进行重新考试，按考试成绩
编为医士、 助产、护士 ３ 科。 ８ 月，对该校进行拆
分，将医士班的 １１５ 人送往镇江，成立苏北第一护
士学校，助产、护士班在扬州成立助产和护士学
校。 秋季，在南通成立医士、护士学校。 另外，在
淮阴设立护士学校 １ 所。 整个苏北区共有 ２所医
士学校，学生 １７５ 人，１ 所助产学校，学生 １１８人 ，
护士学校 ３所， 学生 ２２６ 人。 其次，加强在职干部
教育。 ８月，设立苏北在职医务干部轮训班 １ 所，
选派在职的医务员、室长一级干部进行轮训，有学
员 ３８ 人。 再次，创立中医进修校（班）。 南通中
医进修学校于 ４ 月份开学，由南通医院担任教学
与实习任务。 ８月，扬州中医进修班开办，教学与
实习由苏北人民医院负责。 南通、扬州 ２ 校（班）
共有学员 １１０ 人，其中南通 ６４人、扬州 ４６ 人［１１］。

１９５２ 年，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得到了恢复和发
展。 上半年，全区进行了“三反”运动，医疗卫生
系统也不例外。 如“泰州中心卫生院最近开会征
求对领导上的意见时，到会的有 ９５％的人讲了
话”［１４］２６１ －２６２， 苏北各卫生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进
行了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８］ 。
因此，一度造成了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的停滞不前。
后经恢复和发展，才有了起色。 到 ９月底，有医士
学校 ２所、护士学校 ３ 所、助产学校 １ 所，共有 ９
个班， 学生 ５２０ 人。其中 ，有护士班 １ 班 ５９ 人。
各地由于开展细菌战，化验人员比较缺乏，于是在
该班内抽调成绩好的 ４０ 名学习化验，其余的 １９
名被调往血吸虫病防治人员训练班学习［８］ 。 另
外，３月 １日，第 ２ 期在职干部轮训班开班，抽调
各县卫生院与基层机关助理医师 、室长进行培训。

三、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

苏北是我国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流行区

域，各种疾病长期流行。 全面解放后，又连续遭受
自然灾害，加重了疫情。 因此，苏北区成立伊始，
就面临着疫情肆虐的严峻形势，治病防病的任务
极为繁重。 全区不断克服设备落后和医务人员技
术水平差的困难，组织各种专门的防治机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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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协会，团结中西医，制定严格统一的疫情报告制
度，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

１９４９ 年，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开始起
步。 各地免费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在 ４０ 万人
以上，免费接种痘苗约在 ６０ 多万人以上，抢救流
行病如天花、麻疹、回归热、脑膜炎、霍乱等患者达
３９９９０ 人以上，治愈黑热病患者盐城专区约 ２８００
人以上，淮阴专区 ２８００ 人以上［９］ 。

１９５０ 年，集中力量进行疫病预防和地方流行
病的抢救。 关于预防注射，主要是在夏季推行霍
乱伤寒疫苗注射，注射对象以城镇居民为主。 据
不完整统计，注射总人数达 ２２３９６０８ 人，基本防止
了霍乱的流行［６］ 。 种痘工作分春、秋两季进行，
主要对象为儿童。 据不完全统计，春季种痘
７６８８１６ 人，秋季中央防疫大队于 １０ 月份在阜宁、
淮阴接种 １２１２０ 人［１３］ 。 另外，百日咳、回归热、胸
脊髓膜炎、急性肠胃炎、恶性痘疾传染病等，在淮
阴、阜宁、睢宁、 邳睢、新安、泗阳、兴化、建阳、淮
安、南通等 １０县都有发现，总共救治了 ６８１７５ 人，
死亡 ９４ 人［１３ ］。 在黑热病防治方面，春季，卫生局
购买了大批治疗黑热病的特效药五价锑注射剂

１６ 万支，陆续分发到盐城、淮阴 ２ 专区，并派苏北
防疫队赴新安、邳睢一带进行抢救。 夏季，淮阴专
区成立了黑热病防治委员会。 嗣后，华东黑热病
防治总所又在淮阴设立第 ３ 分所。 到年底，已经
建立了 １１个县防治队和１７７ 个区防治站以及乡
防治组，初步形成黑热病的防治网络。 全年共治
愈黑热病人 ３７３５５ 名，约占患病总人数的 ６０％以
上［６］ 。 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苏北防疫大队以高
邮县车逻区新民乡为重点，并由泰州专署卫生科
和高邮县卫生院动员社会医工人员进行协同抢救

与防治，到年终共治愈患者 １５０８ 人［１２］ 。 在其他
地方性流行病的防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治疗
效果。 据不完统计，治愈钩虫病患者 １１４８２ 人，在
淮阴、泗阳、涟水、淮安、盐城、宝应等 ９ 个县共治
愈雅司病患者 ９３２３ 人［６］ 。

１９５１ 年，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大都超额完
成任务。 本年度，华东局给苏北区下达的种痘和
伤寒霍乱预防注射任务分别是 ４００ 万人和 ４０ 万
人［１１］ 。 而实际上，种痘人数是 ４１１７０１４ 人，超过
了去年 ２ 倍以上，霍乱防疫注射人数是 １７３５５３０
人，超过预定人数的 ４ 倍［１０］ 。 其它，如白喉类毒
素预防注射，虽然药品数量不足，但也顺利完成了
注射 ５０００ 人的原定任务［１１］ 。 在地方性流行疾病

的防治方面，如黑热病和血吸虫病的防治，也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全年共治愈黑热病患者 １９５２３
人，血吸虫病患者经检查与治疗的有 ４５２２３ 人，已
治愈 １０５１ 人，死亡 ３５ 人［１１］ 。

１９５２ 年，上半年卫生防疫工作受到了“三反”
运动的干扰，但仍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春季，淮阴
专区的涟水、泗阳、邳睢、睢宁，盐城专区的东台、
建湖、大丰、滨海，泰州专区的高邮、仪征、宝应、六
合等 １２ 个县及 ４０ 万治淮民工中，普遍流行痢疾、
脑膜炎、伤寒、白喉、天花、麻疹、回归热等疾病。
疫情发生后，苏北卫生局将苏北卫生学校、南通医
学院医科和在职医干轮训班的教师、学生与苏北
防疫大队合编成 １８４ 人的临时防疫大队，分赴疫
区，开展抢救和预防工作。 同时，各专区、县、市抽
调医务干部和小学教师，并组织社会医师 １２５０２
人，组织临时防疫队，开展就地抢治预防和宣传教
育工作。 临时防疫大队和各地临时防疫队的抢救
和预防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共治愈麻疹
５３４６９ 人、伤寒 ３２３６ 人、疟疾 １１７４４ 人、痢疾 １９１０
人、白喉 ９８５ 人、天花 ３８８ 人、脑膜炎 ４７５ 人、斑疹
伤寒 ３１８ 人，回归热、猩红热、疑是脑膜炎等症共
治愈 １４５８ 人［８］ 。 在疫苗预防注射方面，亦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 截止到 ９ 月底，全区痘苗接种
１００９１７７０ 人，鼠疫菌苗注射为 ４９４６５６６ 人，霍乱
疫苗注射据 ２４ 个县、市的统计是 ９０００００ 人，四联
疫苗注射据 ７个县的报告统计为 １２８３９２ 人，二联
疫苗注射据 １６ 个县的报告统计达 ４５２５１４ 人，白
喉类毒素注射据 ８个县的报告是 ２５６５２ 人［８］ 。 在
地方流行病防治方面，黑热病已基本停止蔓延，到
７ 月份，已治愈 ３８９２ 人［８］ 。 １到 ８ 月，治愈血吸虫
病患者 １７００ 人［１２］ 。

四、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

苏北卫生保健工作的开展并非始于苏北区成

立伊始，而是始于 １９５０ 年。 主要内容是以妇幼保
健为中心，并包括厂矿卫生、学校卫生和干部保健
等诸多方面。

１９５０ 年，以妇幼保健为主，并以旧产婆改造
为中心。 苏北卫生局先后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
招聘了 ９０ 名助产士，分配到各专区及县、市卫生
院作为骨干。 各地广泛创办了培训班，改造旧产
婆，培训新接生员，推广新法接生。 截至年底，全
区已举办的卫生单位是 ３３ 个，改造旧产婆、训练
接生员 ２０３８ 人［６］ 。 此外，成立了 ３个妇幼卫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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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即卫生局直属工作组、南通市妇婴保健组和
淮阴专区妇婴保健组。 在厂矿卫生方面，建立了
南通、扬州 ２个全市性的工厂卫生委员会暨各厂
安全卫生委员会。 在南通、盐城、扬州 ３ 个城区，
对 ３６ 个各种类型工厂的安全卫生设施进行了检
查，在扬州市对 ８ 个工厂的 ７６４ 名职工进行体格
检查［１３］ 。 在学校卫生方面，在扬州市和靖江县两
地，对 ２０ 所中学和 ７ 所小学的学生体格进行检
查，受检人数达 ４０００ 余人［１３］ 。 在干部保健方面，
对机关干部进行体格检查。 根据不完全统计，１１
县、市，包括卫生局在扬州进行的检查，总人数是
３８７７ 人［１３］ 。

１９５１ 年，卫生保健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３ 月
份，在扬州市成立了苏北妇幼保健院，作为推动全
区妇幼卫生工作的中心。 在各地，成立了多个妇
幼保健站，并开办初级妇幼卫生人员训练班，训练
了 １３７ 人。 其中，保健员 ７０名 ，保育员 ６７ 名，作
为创办妇幼保健站以及托儿所的骨干。 继续对旧
产婆进行改造，推行新接生法，到１１ 月底，已改造
１６５３ 名。 婴儿与产妇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如涟
水县在改造前，婴儿的死亡率是 ２５％，改造后，降
低到 ５％。 夏季，有 １４ 个卫生单位共开办了 ２３２
个农忙托儿所，收容儿童达 ３３０６ 名。 在厂矿卫生
方面，成立了 １ 个全区性的委员会、１０ 个县（市）
委员会、６９个工厂委员会，南通、泰州 ２ 专区培训
了 ５１８ 名车间卫生员。 因此，上半年度各厂意外
伤害人数仅为 １８１ 人，相比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度的
４１０ 人，人数大幅度下降。 在学校卫生方面，建立
了学校卫生队，并训练了骨干分子 ２３１ 名，有 １５７
个学校成立了学校卫生委员会，１５８ 个学校设立
卫生室，１５３ 个学校有了自己的学校卫生队。 此
外，各县卫生院配合社会医工人员，对学生进行身
体检查。 据不完全统计，受检的学生人数有
６７９３１ 名［１１］ 。

１９５２ 年， 大力普及妇幼卫生和厂矿卫生。 妇
幼卫生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普遍进
行旧产婆改造和新接生员训练，并建立接生站。
灌云、东台、沭阳、如皋等 ８ 个县训练了接生员
１９７ 人，泗阳、宿迁、江都、新安、沭阳、涟水、扬州、
清江等 ８ 个县、市共建立了 ８１ 个接生站，并组织
了 ２３６ 个旧产婆。 苏北妇幼保健院在扬州市郊区
成立了 １０个妇幼保健站作典型实验，共进行产前
访视 １８２ 次 １５５ 人，产后访视 ６９９ 次 ２７５ 人，新生
儿访视 ８０１次 ２６７ 人，婴儿访视 ３２３ 次 ２３０ 人，侯

访教育 ７ 次 ９６ 人，个别谈话 ３８１３ 次 ２５７８ 人，书
信指导 ３４８ 次 ３４０ 人，接产小孩儿 ９６ 人。 其次，
在开展万组千村爱国丰产运动中，广泛在互助组
内设立农忙托儿所。 根据 ２１个县的统计数字，共
收托儿童达 １２９３６ 人。 再次，开展妇幼卫生宣传
教育。 各县、市都在“六一”儿童节期间举办了妇
幼卫生图片模型展览会，广泛地开展了儿童健康
检查和矫治与孕妇产前检查工作。 在短短的 ８天
时间里，仅据 ２１ 个县、市的统计，参观的群众就达
１５ 人以上，儿童经过健康检查的有 ３６６４５ 人，矫
治了 ６４１４ 人［８］ 。 在工厂卫生方面，也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 截止到 ９ 月底，已有 ３４ 个卫生所（室）、
５ 个工人医院、３８个工人诊疗所，有 １９６ 张病床和
３５８ 个工作人员，工人群众性的卫生组织也从无
到有，有 １２０ 个卫生小组，训练基层卫生干部 ８８０
人，安全卫生防护等设备也有增添与改进，据 ４３
个厂的统计，有 ３４１６４ 件［１２］ 。

五、环境卫生的整治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环境卫生状况极为
恶劣，“劳动人民住在贫民窟里，住房低矮、潮湿
又拥挤，没有上下水道，粪便、垃圾不能及时清
运”［１５］９４。 苏北更是如此，在城市里的棚户区“普
遍是垃圾成堆、蚊蝇成阵、道路坑洼、污水横
流”［１６］２２１ ，农村地区到处是露天的粪坑，下雨后就
会粪水四溢。 因此，环境卫生的整治也就显得极
为重要和迫切。
人民政府甫经成立，就领导广大群众尤其是

城市群众，开展清洁大扫除运动。 １９４９ 年，全面
发动了 １次大扫除，清除垃圾 ７５８１２ 担［９］ 。 据统
计，除淮阴专区外，全区共制办垃圾箱 １８５ 个，修
理厕所 ２０２ 个，新造厕所 ７座，取缔厕所 ５２ 个，修
理阴沟 １６ 处计 １１３ 丈，疏通饮水河 ２ 条，建筑水
池 １个，修建水井 ４０个［５］ 。

１９５０ 年，以城市清洁为中心，各县、市和个别
较大的集镇普遍发动了清洁大扫除运动。 夏、秋
两季，各级卫生院主动联合公安以及各机关团体
发动了多次清洁大扫除运动，重点进行了修建公
共厕所、改良饮水、添置垃圾箱等工作。 这些清洁
大扫除大多缺乏计划，属于突击性质。 虽然如此，
仍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 如泗阳县王集镇清理垃
圾 １４６５３ 挑，启东、海门 ２县及南通市共整理厕所
３１７９ 处，淮安县增建厕所 ８８ 处，沭阳县及淮阴王
营卫生实验所 ７天共捕捉苍蝇 ５４１０００ 只［６］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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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夏季，选择重点地区，对饮水进行消毒，并采
取民办公助的方式，修建水井和模范河水码头
２８０ 处［１７］ 。

１９５１ 年，环境卫生工作全面开展，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 首先，各地都不定时地开展了清洁大
扫除运动，清除垃圾 ３５３２６ 担，新建与修理垃圾箱
４２１ 个［１１］ 。 第二，修建和改良厕所。 各地普遍建
立了数量不等的厕所，就连淮阴等地以前没有厕
所的城镇，也开始建立，各地共新建和改良了男女
厕所 ８４８所 ［ １１］ 。 第三，保护水源。 全区改良水码
头 ４８ 处，新建和改良水井 ３８４ 口，建设及修理污
水沟 ５９４０ 公尺，疏通水道 ５４００ 公尺，建筑和改良
粪坑 １５３０ 个，迁移粪坑 １１０７１ 个［１０］ 。 第四，配合
公安部门，对饮食业、理发店、旅馆业及公共场所
进行了不定期的卫生检查与宣传教育，并建立了
菜摊集中管理制度。 第五，开展灭虫运动。 各地
普遍开展了灭虫运动，仅淮阴专区的 ８ 个县在春、
夏两季就灭虫达 ８３４４４２ 人［１１］ 。

１９５２ 年，广泛开展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
的清洁大扫除。 ３ 月下旬至 ４ 月上旬，南通、东
台、海安、崇明、泰州、江都、盐城、泰兴、海门、灌
云、仪征、如东等地纷纷报告发现可疑昆虫和物
件，并报告为美国飞机投掷。 ４、５、６ 月份，全区广
泛开了爱国卫生防疫运动，反对美国细菌战，并把
８月份定为“爱国卫生突击月”。 在爱国卫生运动
中，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全面的清洁卫生大扫除，并
提出了以“‘十净’（屋内净、厕所净、院子街道净、
饮水净、食物净、锅碗瓢盆净、猪圈牛棚净、鸡窝
净、身体净、孩子净）、‘四常’（常洗衣服、常洗澡、
常晒被子、常打扫）” ［１８］作为标准。 在清洁卫生大
扫除中，扬州市“清除了太平天国时代所留下的
垃圾” ［１９］４ 。 随后，该市又开展了“六灭”运动。 自
６月中旬到 ６ 月底，全市捕鼠 ６８０５ 只、蝇 １２０９９５
只、蚊 １５３９８８ 只、臭虫 １８１１７１ 只、跳蚤 ７０３１ 只、
蛇 １４８６４ 条［２０］ 。 据 ５ 至 ９ 月份的统计，“全区清
除了大量垃圾，填平污水坑 １９００ 余处，改良水井
４２０００ 口，新建水井 １９０００ 余口，修建简易厕所 ５
万座，修制垃圾箱 １６０００ 余个，捕捉老鼠 ３３０ 万
只、成蝇 ５．５ 亿只，灭蚊和捞孑孓 ３ 万余斤，６００
余万人参加了运动， 占苏北 区总人 口的
２７％”［７］１７３。

六、国防卫生的开展

苏北区成立以后，乃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一段时间内，一些地区仍然在进行解放战争。 朝
鲜战争爆发以后，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因此，造成了大批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的伤亡，大
批的伤病员需要得到及时的治疗。 苏北区作为比
较早解放的地区，自然就需要承担一部分伤病人
员的治疗任务。
苏北区接收军队慢性伤病人员的工作是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的。 ９月，分别在南通、泰州、淮阴、盐
城 ４ 个专区，各设立复员军人疗养院 １ 所。 在疗
养院的人员编制方面，疗养院之下设队，队下设 ３
个室，室下设 ３ 个班，即医务班、照护班、炊事班，
每队建制是 １２７ 人，南通院有 ２个队，泰州院设有
３ 个队，淮阴、盐城 ２ 院均仅设 １ 个队。 １０ 月，４
院先后建立，除盐城 １院尚未确定任务外，其它各
院已接收海军司令部、南京警备司令部、苏北军区
司令部及公安师复员伤病员 １１３０ 人［１３］ 。 据统
计，全年共接收解放军 １７４９ 人［１２］ 。

１９５１ 年夏，原来的 ４ 个军人疗养院整编合并
为 ３ 个康复医院，即泰州一院、如皋二院、淮安三
院。 其中，泰州一院是接收苏北军区医疗三队改
组而成，如皋二院系如皋、淮阴合并而成。 收治解
放军慢性病员 ７ 次 １７４７ 人，治愈出院总人数是
１４２９ 人。 其中，归队 ９３ 人，转业 １６９ 人，入荣校
６２ 人，入教养院 ２５ 人，复员 １０３５ 人。

综上所述，在苏北区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
存在的 ３年多时间里，通过政府的有效引导与管
理和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的不懈努力，以及广大人
民群众的密切配合，苏北的医疗卫生事业蒸蒸日
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全区的医疗卫生机构不
断发展，医疗卫生行政系统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进
一步的完善和加强，业务机构普遍建立，并得到充
实。 医疗卫生人员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业务水
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在中央确立的卫生工作
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三大原则的引领下，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积极地进
行急性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预防和治疗，努力搞好
全区人民的保健工作，大力改善环境卫生，做好人
民解放军和志愿军伤病人员的收治工作。 ３ 年
来，通过各界的努力和奋斗，有效地遏制了苏北各
种急性传染病和地方性流行疾病不断蔓延的趋

势，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初步改变了苏北医疗卫
生基础薄弱的局面，为以后该地区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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