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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宽同志是一位老医政工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进入卫生部，参与全国医政工作
达50余年，对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
他既参与了农村卫生工作的研究和决策工作，又参与了农村卫生体制的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
　　“他经常深入基层，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倾听不同岗位人员的心声，掌握第一手情况，写出了颇
令人深思的报告或建议。
”
　　“对于他的观点，我完全赞同。
对于他不遗余力地为宣传和推行合作医疗所做的努力，我深受感动。
”
　　“自宽同志努力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正反两个方面揭示卫生问题的实质，研究探讨具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发展规律，贯彻党的卫生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为改革、推动农村卫生和
医院管理的深化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近半个世纪的经历使他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有着深刻的的体验和感情。
”
　　“书中收集的文章，可以说是他从事卫生事业管理几十年历程的心血结晶。
大多涉及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线问题，记录了那段时间的工作的进程。
它不仅给基层的卫生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而且也试图为领导层决策提供历史的点滴借鉴。
”
　　“这本书既可作为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体制的历史资料，也可作为改革农村卫生体制的指南。
对指导当前城乡医疗卫生改革作为医改进程中的历史见证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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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自宽，1929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
194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卫生部从事医政管理工作，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司长等职。
对农村卫生和医院管理有较多的研究，著述颇丰。
1991年离休后一直离而未休，又连续多次创业，先后创办了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华医院管理学
会（现改称为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以及《中国医院》、《中国
医院建筑与装备》、《中国乡村医药》、《中国乡镇卫生院》等刊物。
2001年获“医院管理终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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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个表述与过去比较，继承了以往卫生工作方针的主要思想，如预防为主，把卫生工
作重点放到农村；在服务方向、中西医政策和群众运动的提法上略作调整，将“面向工农兵”改为“
为人民健康服务”，将“团结中西医”改为“中西医并重”，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改为
“动员全社会参与”；另外，加上了一项新内容，即：“依靠科技进步”。
这样，就既继承了历史传统，又与时代精神和国际趋势合拍，基本导向是正确的。
经过几年实践，大家感到这样表述还不够完善，没有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中国卫生事业的特色。
所以，在中央下达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又作了较大调整，将“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
重点放到农村”简化为“以农村为重点”，并在表述顺序上从最末一句调为最前一句；将“服务”从
“一为”改为“双为”，即“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将“依靠科技进步”
改为“依靠科技与教育”。
这样，就更能体现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
对卫生工作方针的修订和调整，集中地表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卫生工
作者在这个新形势下努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过程。
这里，我想对“以农村为重点的”问题再谈点体会。
据我了解，“文革”以后，一些人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的指导方针曾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会削弱城市卫生工作，因而一度放弃了这个方针，把卫生投入重
点转到城市，所以在最初提出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时就没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这一
句。
后来，虽然加上了“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这一句话，但是许多同志包括卫生部门的
一些领导同志在表述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时仍只讲前五旬，而不讲后一句。
这种表述方式，反映出卫生部门一些领导同志和政策研究者对我国卫生工作方针的战略思考还不够成
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不少地方陷入困境；恐怕与上述指导思想上的
偏颇有一定关系。
现在中央《决定》将“以农村为重点”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的第一句，既简明，又有力，继承和
发展了毛泽东卫生思想。
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非常正确的指导方针。
四、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决定》在明确规定新时期卫生工作的地位、性质、方
针之后，又进一步对卫生改革与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作出规定，这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目的是把卫生改革和发展引上正确、有序、健康的轨道。
基本原则共有6条，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
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
“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的需求。
“发展卫生事业要从国情出发，合理配置资源，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率。
重视加强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和中医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办医疗机构要以国家、集体为主，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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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历农村卫生六十年: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是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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