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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没收了部分非法行医的药品，取缔了游医药贩，加强了医药市场管理。
    1980年4月，市卫生局组织一次全市查收假阿胶的工作，在城乡医疗单位共查封报

废假阿胶100余市斤，这些药品均是游医药贩以假充真出售的假药。同月，市卫生局为

贯彻中央卫生部《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告》开展了宣传，并会同公

安局、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检查没收了一伙游医药贩的假天麻，经鉴定后为紫茉莉

根。为了进一步加强医药市场管理，近几年每年进行了1至2次对贩卖假药、非法行医

牟取暴利的药贩游医的查处，每年共查处取缔游医药贩20余起。

    为了加强个体开业医生和医药市场的管理，1982年5月27日，市卫生局制订具体规
定，凡开业行医的个体户，必须有正式户口，有专科毕业证书或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有独

立治疗能力，作风正派，经考试合格者，才能批准发给个体开业证书。凡经批准开业行医

者，必须有固定地点，严禁贩卖伪劣药品、麻醉药品和毒、限剧药品及贵重中药材，并须按
国家收费标准收费，应备挂号登记本、处方笺及病历表，随时接受市场管理检查等。

第二章 卫生防疫

第一节 爱国卫生

    1949年6月27日，景德镇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开展以卫生知识宣

传、施行预防接种、搞好传染病预防、加强卫生防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市政建设委

员会着手修整马路、清理水沟。动员全市人民搞好公共卫生、建立卫生制度，并规定不准

乱倒马桶和垃圾，不准在沿河路岸倒窑渣，不准随地大小便等。开始建立清洁员分地段

负责打扫街道、清运垃圾和设置垃圾箱等制度。1950年3月3-10日，在全市开展防疫

宣传周活动，运用黑板报、画报、壁板、幻灯、广播举办卫生防疫展览，宣传预防霍乱和卫

生防疫等知识。发动群众大搞卫生、清除垃圾、疏通阴沟、新建沟渠、消毒灭蝇，修建改建

公共厕所，加强水井管理，对1犯口水井投入2％漂白粉溶液消毒。1951年，以种牛痘、灭

鼠、大扫除为中心，搞好环境卫生，清除垃圾，整顿市容。全市参加大扫除有3万户，占总

户数的85％以上。同年5月14日，建立预防注射周，注射鼠疫疫苗16139人。7月4日，

发生白喉传染病，动员全市卫生人员参加白喉预防注射和防治。7月19日，开展秋季种
痘，共注射40050人。1952年，市、县人民政府向城乡人民发出了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
消灭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并成立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953年，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发动群众订立爱国卫生公约。建立人民卫生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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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星期六下午）  ；建立和健全各级爱卫会组织，制订了爱国卫生标准，建立了群众性每
周一次卫生检查制度；同年，配备专职饮水消毒员58人，义务消毒员937人，设立河水消
毒站26个，饮水消毒约22480608担，受益人口12000人。使用“滴滴涕”“六六六”粉灭
蚊蝇和孑孓，面积375191平方米。城区街道里弄设置了果壳箱和灭鼠箱，由消毒员专人
负责收集并掩埋死鼠，食品行业90％设置了防蝇设备。同年，浮梁县大抓五灭一捕（灭
蚊、灭蝇、灭蚤、灭臭虫、灭虱子和捕老鼠） 、三改（改水源、改厕所、改窗户） 、四建（建垃圾
箱、建水井、建厕所、建制度） 、五净（街道、房院、锅碗、衣被、身体净）活动，新建、改建厕所
246座，新建牛栏302间，新开水井24口，水源药物消毒面积10724平方米。1955年，以

灭蚊蝇为重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灭蝇挖蛹，清除垃圾，开展卡介苗接种和饮

水细菌检查，改进厕所卫生设施，健全基层爱卫会组织，巩固人民卫生日制度。第一季度

挖蛹2857斤，厕所药物消毒面积37519平方米，灭孑孓面积32062平方米，饮水消毒量

2248708担。全市街道里弄划分为1391个清洁段，设义务卫生员坚持每日一小扫、每周

一大扫，初步使卫生工作经常化。同年，各厂矿建立了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小组。1956年，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精神，深人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卫生

突击运动，并把爱国卫生运动列为全市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规划。成立除四害工作

委员会，当年全市修沟渠28000平方米，改良水井25口，改建厕所130个，饮水消毒总水
量2824000担，卫生积肥266552担。

    1957年，市人委在政府工作中提出了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保护人民健
康、从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任务，并从3月6日起在全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月，以
除“四害”为中心搞好环境卫生。1958年3月2日以后，市爱卫会动员全市人民向“四
害”发起总攻。1959年1月14日起，全市开展了以除“七害”、灭“六病”为主要内容的爱
国卫生运动，要求基本消灭疟疾、头癣、性病、钩虫、系虫病等。实行四包（青年包捕麻雀、

学生包灭蚊蝇、妇女包家庭灭鼠、泥木工包修厕所） 、三抓（抓组织领导、抓运行规划、抓评
比检查） 、三结合（布置生产、研究生产、检查生产都要结合卫生工作进行） 。
    1960年2月5日，全市5千余名干部，举行深人开展卫生积肥运动、支援农业生产大
跃进誓师大会，要求全市每人积肥30担。同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讲卫生为光荣，
不讲卫生为耻辱的号召。市委、市人委4月9日作出了继续开展卫生突击运动的安排。
28日举行广播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除四害，大搞卫生，
迎接“五一”。5月n日，市委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部署大战五月，猛攻“四害”  ，大搞
卫生，以搞好“五灭”为内容的卫生评比活动。8月30日，市人委16次（扩大）会议通过
除害灭病、街道卫生、行业卫生、厕所卫生、工厂卫生、传染病管理等奖惩办法。1961－
1％2年，继续以开展卫生积肥为重点，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加强粪便管理，组织群众积肥、
送肥，并组成农家肥料管理委员会，实行分厕所划片，直接由农民清运粪便的办法。1963
年，统一管理粪便，进行合理分配，避免了农民争抢粪便的纠纷。全市积聚有机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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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600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同年12月中共市委除害灭病指挥部决定，在1964
年元旦节前开展一次全市性药物熏杀蚊蝇和大搞卫生突击活动，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共
消灭蚊蝇孳生地13395处，面积124087平方米；清除垃圾1730吨；日产大粪2800担；大
规模的卫生突击运动和建立与健全各项卫生制度相结合，使运动深人发展。1964年，全
年开展了9次大规模的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的卫生运动，坚持每季一次
和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突击搞卫生活动。全年积肥12000吨，消灭蚊蝇孳生地23753
处，面积为51240平方米。建立和健全每周星期六人民卫生日制度和一日两扫制，坚持
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加强对污物、污水、污泥的三污处理。1965年元月，中共市委除
害灭病领导小组提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根据季节和病虫特点，采取经常（坚持清扫

日制）与突击（每逢节日突击）相结合、充分发挥保健组织作用的要求，在农村大力开展卫
生村活动，在城市广泛开展卫生红旗竞赛活动。同时发挥地段保健组织作用，做好疾病
预防，普及卫生知识宣传教育。至1966年5月止，全市获得红旗卫生单位称号的有26
个，清洁卫生街4条，卫生之家3500户。以管水管粪为主的卫生样板村在农村开始建立，
城乡卫生状况进一步改善，二号病没有发生，血吸虫病基本消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爱国卫生运动一度处于停止状态。1969年夏季，市革
委作出开展以整顿市容为中心，搞好饮食卫生、消灭蚊蝇、预防肠道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
的决定。同年8月巧日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恢复。并发动群众大搞卫生，清除马路和
人行道堆物，恢复每日一小扫、每周一大扫人民卫生日制度。1970年，开展以整顿社会治
安、整顿交通、整顿卫生的活动。在城市是清除垃圾、疏通阴沟、铲除杂草、搞好行业卫

生，开展卫生整顿；在农村是三移（厕所、猪栏、牛栏） 、三改（改窗、改灶、改水） 、二建（建
水井、建厕所）  ，搞好地方病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卫生治理。当年，市区清除垃圾1322114
担、疏通阴沟88768条、填平洼地8106平方米、铲除杂草383082担、人粪55200吨。农村
迁猪栏7295个、迁厕所6728间、迁牛栏1725所、新建水井89口、改建厕所巧0间、改窗
7巧只、改灶1352个。市爱卫会制订了全市爱国卫生“四五”规划。1972年，以除害灭病
为中心继续深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市区搞了4次突击卫生大扫除。1973年，开展以灭
鼠保粮为中心，预防出血热，防治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卫生运动。1974年，以除害灭病，
搞好“三废”处理和“两管五改”  ，抓好肠道病、疟疾、乙脑、流感等防治工作，开展卫生大扫
除。全年清除垃圾污物3500吨位，卫生积肥8万多担，消灭不卫生死角206处，疏通沟渠
383条。1976年n月，加强农村“两管五改”工作。1980年，开展了5次卫生突击活动，
以“三管一灭”（管水、管粪、管饮食、灭蚊蝇）为中心，结合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有
计划、有步骤地因地制宜，加快城乡卫生基本建设。在农村以两管（管水、管粪） 、五改（改
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为重点；在城市以实现垃圾、粪便灭害处理，开展
综合利用为重点，把爱国卫生运动引向深人。1981年，围绕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卫生突击的经常化、制度化更加广泛。推行三自一包（即自扫前地、自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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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脏、自收门前垃圾、包门前清洁）卫生责任制。1985年，组织了6次卫生突击，清除垃圾
14000吨，清理中小阴沟1800多条，总长189000米；进行了犯次食品卫生执法检查，受
益单位465家，处理了3批霉变食品；推广电猫灭鼠器，使用灭害灵灭蚊、灭蝇。绿化覆盖
率达25．1％；新建扩建下水道、高级路面，铺设里弄水泥面路，建造新式公共厕所153座，
基本改变了群众上厕所难和里弄走路难的状况。农村水改工作进展加快，鹅湖、昌江、蛟

潭区、乐平县共集资37万余元，在53个乡，86个自然村办起了自来水站（点）  ，受益人口
达22588人。

第二节 公共卫生

          环境卫生

    民国时期，景德镇全城下水道长7千多米，常年淤塞。城区弄头巷尾共有厕所340
个，街道卫生由13名清道夫负责，用独轮土车加斗清运垃圾，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用一辆
马车运垃圾。县警察局有几名干警，在市区稽查卫生。

    建国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精神文明建设。1949年5月后，清道夫易名清洁
工，有30名。1950年6月始，对全市水井每日投人一次2％漂白粉溶液消毒。同年6月，
市政府公布了街道卫生管理暂行规则和关于禁止随地大小便、井边洗涤、乱倒垃圾和不

准在街道存放堆积物、放养家畜等规定。9月20日成立卫生队，实行垃圾定点倒放、清
运。市区设垃圾箱190个，清洁工增至40名，添置垃圾板车30辆，运垃圾汽车1辆、河水
消毒站10个。1952年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公共娱乐场所管理暂行规则》和《街道厕所、
理发、浴室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进行了市区公共厕所的拆、移、改建，发放了厕所

卫生许可证。1953年，市区饮水消毒专职人员58人，成立了水井消毒组，在街道建立了
人民卫生日制度和卫生监督岗，设置了果壳箱。1955年，成立了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设立
清洁队、清粪队。1956年，对全市各行业实行卫生许可证制。1957年8月，成立市整顿市
容委员会。1958年，市人民政府号召全市人民以实现“四无”城为跃进目标，开展除害灭
病运动，建立了住户每天早晨打扫卫生，每星期六下午为清扫卫生日制度，实行了划段卫

生包干责任制。开始兴建自来水厂。1959年，市新建自来水厂开始供水，从根本上改善
了人民饮水卫生问题。1963年，市人委颁发《城市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对环境卫生、行
业卫生、工业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厕所卫生管理及奖惩办法作了详细规定。

    “文化大革命”初期，环境卫生一度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卫生环境面貌下降，至70年
代，环境卫生工作才逐步恢复正常。1970年农村开展了“三移三改”，到1975年实行“二
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厕所、炉灶、畜圈、环境） 。1976年和1983年，青塘发电厂
第一灰坝由于负荷能力不足和昌江洪水暴发而倒塌，煤灰2次流人昌江，水源严重污染，
市人民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使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1979年，市卫生防疫站在农村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