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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 爱国卫生运动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合肥卫生事业一派惨淡景象。城

内污水横流，垃圾成堆，蚊蝇成群，环境污染，夏秋两季

瘟疫流行。仅有一所公办医院——县立合肥医院，收

费昂贵，住院需要有“铺保”，贫苦大众连医院大门也进

不了。广大劳动人民有病无钱，无处医治，只能长年累

月挣扎在贫病交加的死亡线上。

1949年1月合肥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

关心人民健康，兴办各类医院，建立防疫保健机构，大

力培养医疗防保卫生技术人员，建设人民卫生事业。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17年，是全市卫生

医疗机构迅猛发展的时期。

1950年，合肥市成立了卫生防疫大队，主要承担除

害灭病工作；1952年，市政府设置卫生科后，加快了医

疗机构的建设；1953年，合肥市儿童保健所成立；1956

年8月，合肥市卫生防疫站正式建立。

1952年底，全市医疗机构发展到114个，比1949年

增加了70%；医院病床发展到425张，比1949年增加了

20倍；卫生技术人员达到851人，比1949年增加了9.3

倍。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合肥

医疗机构逐年增加，医疗设备也不断改进，医疗队伍不

断壮大，医疗技术也不断提高。到1965年，全市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已达295个，比1952年增加644倍；卫生技

术人员达到4361人，比1952年增加了4.12倍。在医疗

设备方面，X光机和显微镜已普及到公社 ( 乡 ) 级医

院；在医疗技术方面，能够成功地进行肝叶切除和半肺

切除等较大的手术，针刺麻醉被普遍应用于临床。

改革之初 依法依规管理卫生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合肥市卫生防疫事业得到

恢复和发展，建立了完整的三级卫生防保网。2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项卫生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使卫生管

理工作从过去的行政管理手段转化到依法管理，各项

卫生监督工作有法可依，各级卫生监督机构不断强化

监督执法力度，扩大监测面，宣传贯彻各项卫生法律法

规，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学习环境，保障人民

身体健康，创建卫生城市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985年末，合肥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490所，其中

医院47所。有病床5616张，卫生技术人员10647人（其

中医生 5116 人）。合肥市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技术

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当时，各综合医院除设有通常性的诊疗科室外，还

普遍增设心血管、血液、内分泌、肾脏、消化等专业学科与

胸外、脑外、泌尿及中医，推拿、理疗等多种适合病人需要

的临床科室，骨科、肝胆外科、眼科是合肥市综合医院的

重点和优势科室。专科医院有精神病医院、传染病医院、

妇婴保健院、口腔医院及急救中心、中心血站等，形成了

门类齐全的医疗体系，基本建成了一支具有较高的专业

水平的医疗队伍，医疗设备日趋现代化。病房普遍建立

了心血管监护室、术后苏醒室和急危重病抢救室。市级

各综合医院相继设立了急诊部、科。市救护站开通了

“120" 急救电话，急救设备完善，抢救技术和急救水平日

益提高，应急能力较强，抢救成功率达85%以上。

截至2023年，合肥全市共有17家三甲医院，其中

有两家医院属于全国百强医院，分别是安徽省立医院

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时代 医改多元发展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合肥市基层医改在

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创新作为，重在落实，稳步推

进，根据医改进程和实际适时调整政策，打造出了基层

医改的“合肥样本”：一是全新人事管理制度，实现了从

“编制管理”到“岗位管理”的转变；二是全新绩效考核

分配制度，实现了从“职位工资 " 到“绩效工资”的转

变；三是全新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实现了从“自我供给”

到“财政供给”的转变；四是全新基层卫生管理模式和

服务方式，实现了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的转变。

为全面推进基层医改，合肥市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实施了“以公立为主、民办为辅，以中心为主、站为

辅，以区政府为主、街居为辅”的“三主三辅”发展思路。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现了全覆盖。在农村实施了

“三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即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标准

化、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农村卫生管理信息化。为

实现医改成果普惠，合肥市在全省、乃至全国首家出台了

非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零差率销售管理办

法，从2011年7月1日起，全市27家非政府举办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部使用了国家基本药物和省补充药品目

录。目前，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基本到位，新

机制基本建立，成效也开始显现，新医改彰显出巨大魅

力。合肥医改模式，不仅得到了城乡居民的欢迎和认可，

同时也得到国家医改办、卫生部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进入新时期，合肥市进一步优化全市医疗卫生资

源配置，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与合肥市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023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

部门联合确定了81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城

市，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铜陵市位列其中。同年7月，

合肥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合肥市紧密型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有效推进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建设，构建优质高效的城市分级诊疗体系，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服务需要。

（参考资料：《合肥文史资料全书》）据《安徽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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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刚刚解放之初，面对的是医疗卫生整体情况恶劣、传染病肆

虐、新生儿死亡率高、医生稀缺、医疗条件简陋的境况，这也是当时全

国医疗卫生的整体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代又一代奋斗者的推进之下，各行

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合肥医疗发展之路，进入21世

纪后，合肥市卫生医疗机构星罗棋布，综合、专科医院诊治科系齐全，

成为全省的医疗中心，形成了“城市与乡村、防保与医疗、综合与专

科”的大卫生体系与格局。 星级记者 孙婷/文 马启兵/图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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