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下半年，因医院就诊环境
拥挤，宿迁县人民政府决定以休养所
及营业部为基础，合并搬到城南原仁
济医院旧址。仁济医院旧址还有一座
小楼，一间平房，但是环境质量都很
差，设备严重短缺。

于是在原仁济医院旧址再建数间
房，并在1951年建成迁入，改名为“宿
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并设有门诊、内
科、外科、妇产科，工作人员增至88人。

在医疗技术上，内科能治疗一般
常见病、多发病，外科能做外伤洗包、
脓肿切开排脓等小手术。为节省国家

资金，宿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一方面
努力把病人治愈出院。另一方面，想
尽一切办法少用或不用贵重药品，尽
量用其他廉价的药品代替。为了减
少国家开支，工作人员还提出利用空
地种菜。

1952 年 3 月 ，宿 迁 县 人 民 政
府 卫 生 院 做 第 一 例 下 腹 部 外 科
手术——阑尾切除术。手术由胡述
贤负责麻醉，由张启东、张席安二人
进行手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宿迁县人民政
府卫生院各项制度、医疗技术开始逐步

走向正规化。同年11月，撤销大兴集
所设的中西药营业部，迁入宿迁县人民
政府卫生院，全院医护行管勤杂人员增
至近百人。医院业务范围逐步扩大，医
院分设三股：总务股、医疗预防股、卫生
防疫股，三个股负责医院的整体日常工
作，并在东大街设立药房专售药品。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医院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与挑战，于动荡
不安的环境中顽强地寻求着生存与发
展之道，在炮火与硝烟的夹缝中艰难
地维系着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推动
着宿迁现代医学缓步向前。

■ 本报记者 倪家乐

1942年，名为“仁济医院”的历史篇章缓缓合上，但是留下的遗产却是深远且宝贵
的。在战争的阴霾下，医院成了生命与希望的重要防线，为伤员提供了宝贵的庇护和救
治。面对无情的战火和持续不断的伤员涌入，医院在战争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医护人员
团结一心，共同面对困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

1938 年 11 月 22 日，侵华日军攻占县
城，宿迁沦陷，仁济医院照常开诊。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卜有仁返美。美国
人吴德珠护士被任命为医院院监，杨紫若
医生为医院医务院长。

当时，仁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大多是在
当地培养的，还包括一些从新创办的医学
院毕业的医生，鼎盛时期有百余名医护勤
杂人员。

仁济医院经营期间，为宿迁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的现代医学人才。仁济医院开
诊时招聘的中国人有杨子乐、严井栓、张
宝青、李学函、王坤山、程子超等，还有边
工作边学习的蔡克礼、施诲仁。卜有仁任
院长期间，曾聘用戚蒙恩、康景友、李志
超、陈新运等人，后又有山东一所护校毕
业分配的护士王国风。

除了人才方面的培养，仁济医院拥有
较为完备的医疗设施，为宿迁人民提供较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仁济医院设病床150
张（医疗楼 70 张，传染病区 30 张，黑热病
区 50 张），有 X 光机、显微镜、发电机各 1
台及风力井、自来水等设备。开办之初，
设内科、外科及妇产科，后又增加小儿科、

传染病科和黑热病专科。内科能处理常
见病、一般传染病等；外科可做膀胱结石、
阑尾切除及表浅瘤摘除等手术，也治疗枪
伤。完备的医疗设施为病患提供较高质
量的医疗服务，极大地提升治疗效果与康
复速度，为战争年代中的人们增加了存活
的机会。

此外，作为宿迁现代医学系统化发展
的起源，仁济医院为宿迁引入了现代医
疗、公共卫生、防疫等技术和理念。为拓
展业务，仁济医院在当时实施了一些优惠
政策。例如，产妇住院只收几块大洋；出
院时，由医院赠给一只包袱，里面装有小
孩衣帽鞋袜等物，价值十几块大洋；医院
设置账房审计、监督等现代财务制度，医
护人员保持手洁心洁、对待病人和气等观
念，深深影响着当时的宿迁人民。

1942年，驻宿日军部队强行没收仁济
医院全部资产，将医院房屋改作日军营
房，仁济医院历史宣告结束。

在漫漫岁月长河中，仁济医院见证了
历史的沧桑变幻，亲历了宿迁的动荡，引
领了宿迁医学的发展进步，在宿迁的发展
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仁济医院被驻宿日军部队强行没收
后，日军将该院不需要使用的房屋交给地
方伪政府，而伪政府又将其转交给县城医
务界，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宿迁县立病
院”。不久该院由仁济医院旧址迁到城内
小关庙（今属宿城区幸福街道马陵社
区）。当时医生有10余人，有1台显微镜，
设20张病床。业务上以内科门诊为主。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日军撤出，医院财
产设备损失殆尽，医院也随之解体。

1947年7月30日，“宿迁县立医院”
在宿城成立，地点设在城内富贵街“赞化

宫”（今宿迁市实验小学西湖路校区附近）。
县政府拨给办院经费，由孙仲昌任院长，并
带来内科医师康少侠及其夫人葛维珍、姜明
忠等10余人。设20张病床，有医护人员20
余人，尽管设备相对简陋，但已能处理一些
常见的疾病。1948年7月，随着宿城的第二
次解放，该院解体。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历史的另一条
脉络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如
星火燎原般悄然崛起。

1940年9月17日，共产党领导下的宿迁
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积极发展抗日武装，

成立县大队。
1942年10月，宿迁县大队改编为

淮海军分区二支队五团，进行反“扫
荡”斗争，重创日伪军。同时，还和国
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45 年 8
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蒋介石集结兵力，向
淮北路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为适应斗
争形势需要，中共宿迁县委、县政府撤
至运河（今京杭大运河宿迁段）以东地
区，重新组建第三中心县委和第三支
队，并在大兴集（今属宿豫区大兴镇辖
区）成立“宿迁县医院”。当时，医院的
工作人员仅有 7 人，其中医护人员 6
人，部分还是从行政人员中抽调而来，
医务经验相对匮乏。医院条件极其简
陋，仅有两间门诊室，医疗器械也仅有
几把刀，而药品则因敌人的封锁而无
法运入，贵重药品更是仅有 3 支青霉
素。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医护人员仍然坚持每天为十五六个病
人提供诊疗服务。

1946 年 8 月下旬，因一场战役失
利，2000多名伤员和大批军用物资被
转移到宿迁县顺河集（今属宿豫区顺
河街道）附近，医院也随军撤走。华中
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副部长张凯坐镇宿
迁，要求县委集中全力，一周内把伤病
员和物资全部送往沭阳榆树村（今属
沭阳县刘集镇辖区）。县委、县政府紧
急动员3000余人、400多副担架，冒着
大雨日夜抢运三天三夜，把伤员和物
资全部运走。

1946 年 12 月初，山东野战军、华
中野战军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
集中兵力，歼灭进犯之敌。宿北大战
中，宿迁县出动担架3000多副，大车、
牛车、土车500余辆，医院随军收治一

批在宿北战役中负伤的伤员。随后，
统一与宿迁当地部队向山东胶东军区
转移。而宿迁县委则组织少数老弱干
部及其家属随军北撤，同时保留了大
部分精干人员坚持原地斗争。

1947年，由于部队伤员众多，县政
府又在丁二元（今属宿豫区关庙镇）成
立“宿迁县休养所”，有十几张小凉床，
有医护行管人员5人。

1948年，随军转移的同志从山东
陆续返回丁二元。之后，休养所迁到

大兴集，并且在大兴集成立“宿迁县医
务工作者协进会”，组织社会医生为当
地群众服务。到了1948年7月，宿迁
全境解放。

1949 年 4 月，休养所由大兴集迁
驻宿城，当时仅有医护行管人员50余
人和“两挑一车”的药品、器械。进城
后休养所设在原道生碱店小楼（今属
宿迁文化名人馆），并开设营业部卖
药，为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继续贡
献力量。

回到仁济

仁济医院的落幕

数度重建，几经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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