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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A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医疗卫生底子薄"条件

差!尤其是伤寒"急性肠胃炎等常见传染病的流行!直接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安全!对社会稳

定和生产建设形成冲击# 在此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以实现$人财两旺%为出发点"

以解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为目的"以群众路线为基本遵循的医疗卫生运动!有效遏制了疫

情蔓延!改善了环境和民生# $卫生下乡%为载体的群众卫生运动整合社会资源"优化社

会服务!不仅检视了政党自身的组织力"执行力和凝聚力!也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

乡村建设!实现了政治权力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

政时期的社会治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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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全国政策的标志性地区,

-#.

#得到当时诸多政治派

别的特别关注$ 群众医疗卫生政策及其实践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的社会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在疫

病防治)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稳定生产乃至开展社会动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学界关于陕甘宁

边区医疗卫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疫病防治)卫生机构设置和工作举措等方面!

$ 笔者认为#医疗卫生发

展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有鉴于此#笔者以&解放日报'和相关档案资料为

依托#以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运动中的疫病防治为研究切入点#力求探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获取政



权合法性和民众拥戴的经验#为当下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常态化疫情防控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常见传染病及其发病原因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社会发展长期滞后$ 边区内部)尤其是广大农村地

区群众卫生状况堪忧#母婴死亡率居高不下#+伤寒)天花)猩红热)赤痢)流行性感冒)疟疾)柳拐子病)

花柳病)吐黄水)大脖子等传染病和常见病流行,

-!.

#造成大量病患死亡#不仅危及人口的正常繁衍#也

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治理形成威胁和挑战$ 其中#伤寒!群众称之为+出水病,或

+出斑出水病,"和急性肠胃炎!群众称之为+上吐下泻病,或+吐黄水病,"是当时最常见的两种高发病

率)高死亡率的季节性传染病#当地民众称其+能要人命,

-%.

$

"一#伤寒

普通伤寒病在夏秋季较为流行#主要症状为高烧#还可能伴随腹痛)严重腹泻)头痛)身体出现玫瑰

色斑等#多通过伤寒杆菌传播$ 伤寒杆菌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强#+是由于手指)食物)苍蝇#这三条

路线所传染的,

-F.

$ 据中央医院统计#自 #BF! 年 ! 月起已经每月都要收治几个急性发热病人#刚开始不

过只是零星少数#! 月至 G 月合计 E 个月间共有 !G 人#S 月伤寒患者突然增加到 #$ 人#B 月达 #G 人##"

月则高达 $G 人-$.

$ S 月至 #" 月共计 % 个月伤寒患者即高达 SB 人#其增长速度之快#已具备流行病学上

的传染病要素$ 此次伤寒病从鲁迅艺术学院开始#然后传染给中央医院职工#E 月传至中央党校##" 月

传至延安大学$ 患者以延大和中央医院最多!分别为 %G 人)%E 人"#其次为中央党校 #! 人#鲁艺 G 人$

总计中央医院收治+各型伤寒病人共 #"G 人#死亡 S 人#大多发病于 #" 月者,

-$.

$ 死亡 S 人中#仅延安大

学就占一半***+延大同学不幸有王宜!家轩#女#河北定县"#史介夫!男#山西"#曹健!女#山西"#李静

!女#绥远"等四同学罹病逝世,

-E.

$

这种传染病之所以在夏季和秋季盛行#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夏秋时节苍蝇较多#而+苍

蝇是传染伤寒赤痢的主要媒介之一,

-G.

$ 二是夏秋季天气炎热#民众劳动后喜欢喝凉水解渴#而水中多

孳生有细菌$ 据饶瑞分析%+老百姓的饮水是太坏了#就在深沟里打一个井#水是黄黑色的#带有一种难

闻的气味#里面生着许多的孑孓!蚊的幼虫"和小虫#而有些人就用这样的凉水来止渴$,

-S.在中央医院

住院的伤寒患者大多为中央党校)鲁艺)延大等机关干部和学生$ 据调查显示#大多数病人有吃生水的

习惯$ 一般来说#机关干部和学生的卫生习惯要比乡村民众好#即便如此#伤寒的感染和致死率还是较

高$ 农村的情况则更加严峻#致死率也更高#时而发生一家数口人接连死亡的悲剧$ 因此#边区群众也

将伤寒称为+流水症,+屋病,$ 这种疾病传染性强#一人得病可能会传染给全家#甚至传染给全村$ 据

载#当时+这种流行病在马栏区四)五乡阔门子)石底子一带的患者已达百余人#死亡者 %" 余人#有一住

家 ## 人在 % 日内即死去 #" 人(在一区一)三)八乡已死去男女及儿童共 #G 人#八乡秦家店一家 S 人数

日内即死去 E 人,

-B.

$ 致死率如此之高的传染病往往会引发群众恐慌#很多人或投亲靠友#或背井离乡

举家迁移#导致不少村庄人烟更加稀少#伤寒成为疫区民众痛苦的记忆之一$

"二#急性肠胃炎

#BFF 年开春后#延安县及附近各地普遍发生+吐黄水病,#比较严重的是延安县川口区三乡$ 据和

平医院徐根竹医生报告#延安县川口区三乡一带#流行一种传染病#+得病者死亡很快,$ 经该院调查#

发现 #% 个村庄约 $"" 人中#因此病身亡的已达 %% 名-#".

$ 此后的发展更为迅猛#+以前根据徐根竹医生

的报告!川口三乡"死了 FS 人#最近医大防疫队的报告已增至 G" 余名,

-##.

$ 全乡仅有人口 $"" 人左右#

从开春到 $ 月底#因传染病而死的竟多达 G" 余名#约占全乡总人口的 #FT#也就是说#每 G 人中就有 #

人死于传染病$ 川口区三乡沙家河村的患者从发病到死亡#不到 G 个小时$ 该乡白台儿村患+吐黄水

病,死亡的 %E 人中#多半是一天内就死亡$ 马荔医生认为%+!吐黄水"病的潜伏期是 #! 小时左右#!F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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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内可以致死#病死率为 G"T$,

-##.这些情况对救助工作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病死者发病症状来看#+初得病时#先感到没有精神#想睡觉#几个钟头后#肚子难活)痛)想吐#几

小时到一半天后#就先吐吃过的东西#后吐黄水#吐了一种发苦的黏稠液体$ 有些泻肚的#也拉黄水$ 病

人腰酸腿痛#口渴#烦躁#四肢发冷#脉搏细弱#不规则$ 有的皮干发皱#一天到三天就死了,

-#!.

$ 徐根竹

医生分析该病症是急性肠胃炎#+大概可以断定是因为喝凉水#吃冷东西#吃死牲口肉而得的$ 其中特

别是喝生水#对这病关系最大,

-#!.

$ 马荔医生判断#引起+吐黄水病,的致病菌可能是肉毒杆菌#这种细

菌与毒素霉素存在于被宰杀后的牲畜肉内#同时也存在于罐头食品)干果及各种家藏菜内#如酸菜)泡菜

等$ 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曲正也认为+微生物的毒素藏在不清洁的食物中,

-#%.

$ 马荔在调查中还发现%

+每年到了一月以后刮黄沙#村里就有人病倒吐黄水而死#端午节以后不刮黄沙后病就很少见了$,

-##.每

年冬季到农历五月初#黄土高原风沙大#沙土中的肉毒杆菌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

因之受到侵害#导致患者呼吸困难)四肢发麻#严重者可致死亡$ 同时#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新鲜蔬菜#群

众只能食用腌菜#而腌菜中也含有该种病菌$ 端午节后#扬沙天气减少#可供民众食用的各类新鲜蔬菜

也开始成熟#患病几率便随之降低$ 边区防疫委员会也指出%+考其得病原因#主要系由于饮食不慎而

来#特别是吃生冷的酸菜和炒得不熟的死猪肉最易发生$,

-#F.

陕甘宁边区流行的传染病#更多与当地群众饮食习惯)环境卫生有关$ 特别是陕北频发的伤寒)急

性肠胃炎等传染病更是与蚊蝇多)饮用水不洁净!民众为节省生活成本经常喝生水")食物不新鲜等密

切相关$ 能否有效防治这些令边区民众恐慌的疫病#是对当时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执政能力的

严峻考验#不仅关乎边区的民生与社会稳定#也关乎抗战动员以及边区民众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投票$

二!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运动的特征和举措

近代以来#陕北农村缺医少药#民众基本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得不求助于巫婆神汉$ 陕甘宁

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了一批为党政机关)军队和普通民众服务的医院)门诊部等医疗

机构#为边区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克服了因国民党封锁而造成的严重困难后#边区经济社会发

展速度加快#尤其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积极性#边区民众整

体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然而#受疫病流行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出现了+财旺人不旺,的局面#成为亟

待解决的新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实现+人财两旺,为出发点#以解决群众医疗卫生困难为

目的的卫生运动在边区兴起#并迅速得到民众的认同)欢迎与拥戴$

"一#领导层科学指引

#BFF 年 $ 月 !F 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讲话时指出%+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

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F"朱德在延安各界卫生动员大会上说%+我们要开展全

边区的医药卫生运动#同病疫流行的现象作斗争#做到0人与财旺1$,

-#E.防治疫病)加强群众医疗卫生

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成为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共识$ #BFF 年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决议着重指出#边区

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开展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

动中的第一等任务-#G.

$

#BFF 年 F 月 E 日#西北局召集延安市)边区医药卫生机关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讨论群众医药

卫生和纪念护士节有关工作$ 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在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应为群众

解决0财旺人不旺1的问题#只有这一问题的解决#才能保证边区生产的发展$,此次会议还形成了共识%

+为群众服务的卫生工作#就是具体的政治工作#具体的群众工作$,一切医务机关都要深入农村为群众

看病#培养医药卫生人才-#S.

$ 会议还就群众病人治疗#培养与扩增医务人才#试办卫生合作社#开展卫

生宣传等工作做出了决定$ 将医疗卫生工作上升到政治工作的高度#激发了各级干部和医务人员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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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使命感#有力地推动了群众卫生运动不断走向深入$

"二#医疗队下乡救治疫病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卫生工作遵循+预防第一,的现代卫生理念#但对于疫情防控来说#首先要做的

是开展疫病救治#及时挽救患者生命$ 傅连賞在&群众卫生工作的一些初步材料'中指出%+0预防胜于

治疗1#对于群众卫生工作也是对的#我们要解决群众卫生工作#也只有进行预防工作#才能彻底解决这

一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只开展预防工作#而不注意治疗工作#我们应该先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治病问

题#再一边来开展卫生工作才好$,

-#B.只有先治愈疫区患者#控制疫情蔓延#减少因疫病传播而导致的死

亡事件#才能缓解群众恐慌的情绪#稳定生产)生活秩序$

面对爆发的传染病#中国共产党迅速反应#组织各卫生机关和医院选派医疗队赶赴农村#进入疫区#

救助患病群众$ #BFF 年 ! 月底#延安县周边发现+吐黄水病,等传染病后#中央卫生处)留守兵团卫生

部)边区卫生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等各级医务机关和各医院组织流动治疗队#

划定区域#开展救治工作$ 中央医院派出的医疗队到达川口区三乡开展救治工作时#已有患者 FS 人死

亡#群众人心惶惶$ 医疗队检查诊断后#及时为患者打了强心针#注射了生理盐水#并为未患病群众注射

了一些伤寒霍乱混合疫苗#收到了很大效果-#!.

$ 中国医科大学作为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医学高等院校#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防疫医疗队#由该校教育长曲正率领#到达延安县川口区新民乡后#分为四个

组#+不分白天黑夜跑遍了发生传染病的几十个村庄#半个多月就有 %! 个村子停止了传染病#尚余 F 个

村子正在扑灭中,

-#%.

$ 深入农村的各防疫医疗队工作成效显著#延安县此次爆发的+吐黄水病,在医疗

队出动不到一个月内即得到有效控制$

此外#军队系统医院也积极为驻地疫病患者开展免费治疗工作#如+团结,部卫生部派 $ 人至金盆

区二乡救治病人#共治愈成年人 #! 名)儿童 $ 名#被治群众无不称赞$ #BF% 年夏#吴旗五区发生流行病

时#+友爱,部野战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不计代价地给人民医救#阻止了流行病的传染-!".

$ +欧洲,部

为驻地南泥湾群众医治发热)泻吐等传染病#扑灭疫情-!#.

$ 部队医院为感染疫病的群众开展免费治疗#

既控制了疫情#也增进了军民感情$

"三#多渠道传播卫生常识

&解放日报'#BFF 年 G 月 #" 日发表社论#指出了开展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中第二个问

题是如何利用各种活生生的实例深入农村进行卫生宣传#改变广大农民群众不讲卫生的习惯-!!.

$ 要从

根本上解决边区疫病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群众对于疫病预防认识不够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开展卫

生知识传播比疫病治疗更加重要$

囿于科学常识和基本素养的缺乏#边区民众对于卫生知识宣传表现出质疑$ 当医疗队开展宣传工

作时#有群众存在抵触心理#认为自己喝了几十年生水没病)也没死#就反问医生#我看不见水里有虫虫#

你怎么能看得见呢2

-!%.为了让群众眼见为实##BFF 年 G 月举行的延安卫生展览会上#医疗卫生工作人员

采用显微镜照射水中细菌的方式来布展$ 对于显微镜这种从未见过的新奇事物#群众非常感兴趣#大家

从显微镜下看到生水里的微生虫与从扩大镜下看到苍蝇身上的脏物#皆非常惊骇#表示再也不敢喝凉水

了$ 鉴此#展览会决定将显微镜等展品移至各乡村流动展览#以便产生更加广泛的宣传效果$ 如边区卫

生处医疗队在延安县川口区三乡用显微镜让群众观看水中的微生物#+群众看了之后#都说永远不喝生

水了,

-!F.

$ 亲眼观看显微镜下的细菌和微生物#这样直观的宣传方式#画面感强#更有说服力$

为了使防疫)卫生工作深入群众#边区医务人员与文教工作者联合#编写秧歌)剧本)说书词等#利用

庙会)集市等群众聚集的场合进行展演#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如中央总卫生处创作卫生秧歌&护士

拜年'宣传讲卫生)新法接生$ 此外#边区政府还在学校增设卫生常识课#教小学生唱卫生歌曲)排演卫

/BF/张戈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医疗卫生政策及其实践



生秧歌#演出效果很好-!$.

$ 以秧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小学生反过来教育家长#此类宣传引导

形式新颖#全民+讲卫生,的氛围持续升温$ 米脂县邀请剧团开展卫生宣传#要求群众定期大扫除)整理

厕所)清除街道)建立公共厕所和公共垃圾坑-!E.

$ 定边县于 #BFF 年 G 月 ## 日至 #G 日举行卫生运动

周#邀请七七剧团在北大操场公演&马川的婆姨'时#那个被庸医和阴阳!巫神"差点害死的马川婆姨就

在台下观看$ 观众看了台下的马川婆姨#又望着剧中的+马川婆姨,#询问她台上的事情是不是真的-!G.

$

这样来源于本地真人真事的卫生戏剧表演内容#更容易吸引民众的注意#也更容易被接受$

"四#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和大检查

陕甘宁边区传染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众生活环境卫生差$ 如延川县永远区三乡梁家河村#

过去很不卫生#道路)院子从来不扫#猪不圈#牲口也不拴#粪便满地-!S.

$ 延安市北区杨家湾村#村内没

有厕所#不分男女都随地大小便$ 虱子多)苍蝇多#疾病也就特别多-!B.

$ 针对这些问题#边区政府和各

医疗机关号召群众开展大扫除#修建厕所)扑灭苍蝇#并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米脂县在群众卫生运动中#先后填塞了 E" 多个不必要而且有碍卫生的厕所#同时新建和修缮了一

些公共厕所( 指定了三个垃圾倾倒点(划分了卖肉和蔬菜的区域( 规定每天打扫街道一次$ 各区乡组织

卫生委员会# 按时检查) 督促并发动卫生竞赛# 如民丰区一乡把民众组织起来挨家挨户检查卫生打扫

情况#好的奖励# 不好的批评-!E.

$ 在乡村中# 印斗区惠家沟) 全家沟村均开展了清洁卫生之动员及检

查# 凡坡底大路) 院内院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家家户户拆洗衣被) 煮开水) 扑灭苍蝇-%".

$ 两村群众

还制定了卫生公约# 定期互相检查# 互相监督# 在推动乡村清洁工作深入开展的同时# 营造了和谐友

好的乡村氛围$

延安县北郊乡裴庄村在卫生运动中#向模范卫生村杨家湾学习#建立了卫生委员会#将全村划分为

S 个区域#开展大扫除$ 仅仅半个月时间#就新修了 $% 个厕所#每家的牛)猪都统一圈养#人行道上再也

没有牲畜的粪便了$ 连一二十年未经打扫的垃圾堆#现也已打扫得精光-%#.

#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观$

再如延川县梁家河村#经过环境卫生大清扫活动#环境面貌一新#保持得也很好#过路的人都说%+梁家

河的卫生真是搞好了$,梁家河成为公认的卫生模范村-!S.

$ 从不讲卫生)粪便满地的卫生落后村#一跃

成为卫生模范村#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降低了疫病发生的几率#也树立了乡村发展的新风尚$

"五#树立卫生工作模范

树立典范#是为了在比学赶帮中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 如前文提及的延安市北区杨家湾村曾是一

个牲畜粪便遍地的村庄#历经卫生运动后#转而成为卫生模范村#成为临近各村追赶超越的对象$ 在北

郊乡的乡村干部联席会议上#杨家湾村村长提出了十个竞赛条件#向各村挑战#杜家沟)任家窑子)杨家

岭)龙儿沟的卫生组长当场迎战#推动北郊乡的卫生工作取得整体进步$ 接着#在区卫生委员会上#北郊

乡也提出了向文化)北关二乡的挑战#展开了乡与乡之间的竞赛$ $ 月 !$ 日#在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

开幕大会上#北区又向东)西)南区提出挑战#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争当先进的卫生运动风潮$ 表彰杨家

湾村由一个卫生落后村到卫生模范村转变的实例#带动了整个地区环境卫生大转变#在卫生领域初步实

现了社会整合和社会良治$

边区政府原计划于 #BFF 年 $ 月 #! 日召开庆祝护士节大会$ 为了推动群众卫生工作深入开展#决

定推迟大会召开时间#先用 # 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各单位)各县区遴选卫生模范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通

过各级提名)反复讨论##BFF 年 G 月 # 日#延安市卫生动员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隆重召开#除评选了

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外#还表彰了一批模范卫生家庭和卫生村#杨家湾)南窑子)阎家塔)黑龙沟被评为

卫生模范村#宋志忠等 ## 个家庭被评为卫生模范家庭$ 在周围贴满标语和模范卫生工作者画像的中央

党校大礼堂内#普通群众身带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接受观众的庆贺#成为英雄般的人物$ 大会上#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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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等讲话#号召群众向卫生模范村)模范家庭及模范卫生工作者看齐-%!.

$ 此类活动宣传先进人物

和集体的典型事迹#既起到了表彰先进)鼓励后进的作用#也实现了群众教育和动员$ 此外#群众从这些

身边的卫生模范村和模范家庭患传染病少的实例中#也得到了朴素的经验#进而更加积极地改善卫生健

康习惯#形成了以点带面的良性循环发展$

三!政治权力与基层群众良性互动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实践面临着内外诸多挑战#如何取得民众的认同#进而将民众

动员起来共克时艰是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满足人民大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需要$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以+卫生下乡,为形式)以群众路线为理念)以解决基层民众医

疗卫生困难为工作切入点的群众卫生运动不仅检视了政党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也为其塑造了负责任

的政党形象#进而实现了政治权力与基层社会的有效对接$

"一#医疗福利提供者!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

疾病与医疗#关系人之生老病死#与人之生命相伴随#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始终$ 各类传染病留给后

人的不只是死难者的数字和幸存者的恐惧回忆#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走向$ 历

史学家麦克尼尔!U9++9'VD,&?-69+"曾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

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以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

子$,

-%%.!;%%B"传染病防治作为政府社会治理职能之一#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处置突发事件和执政能力

的检验#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政权合法性$ 纵观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始

终受到来自外国侵略者)国内保守势力的多方袭扰#面临诸多困境#经济形势严峻#物资紧缺#医疗卫生

专业人才匮乏$ 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边区各医疗机构还是尽力克服难题#收治患者#方便群众#并视情

开展免费医疗$ 陇东分区医院为曲子县马岔区群众治疗流行性耳下腺炎时+一点不取报酬,

-%F.

$ 和平

医院 #BF% 年住院的群众为 G# 名#门诊者 !ES 名#已治愈者 !"# 名!含住院在内共治愈 !G! 名"#为群众

节省医药费 #S%I! 万元#手术费尚不在内-%$.

$ 米脂县民众医院在 #BFF 年医药卫生展览会期间#为民众

免费看病三天-!E.

$ 此外#为解决群众到医院治疗不能遵守医院上下班时间的问题#边区的医院对群众

病人实行随来随诊的制度$ 如+长城,部对驻地附近居民来部队看病的#不论白天夜晚#都是随到随看#

即使节假日也不拒绝$ 不仅如此#对于不能行动的病人#还主动组织医生前往患者家中诊治$

-%E.在疫病

流行时期#边区各医疗机构派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治病#不分昼夜)不计代价地阻止疫病蔓延$ 除中央医

院)和平医院)边区医院等医院派医疗队赴疫区全力救治外#边区卫生机构负责人率领边区医校学生 %"

余人#赴农村进行紧急治疗(留守兵团卫生部派医生用毛驴驮着行李及药品#挨个村庄进行治疗(延安市

全体中医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下乡#贡献药方#一起与疫病向死亡作斗争-%G.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

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力量都组织起来积极投身疫病防治实践#展现了组织优势下强大的动员与统

筹能力$ 医疗救治和卫生宣传作为局部执政能力建设)融洽党群关系的重要抓手和渠道#不仅检验并锻

炼了政党的社会治理和应急处置突发事件能力#也进一步强化了边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医疗福利

提供者的政治认同$

"二#基层政权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亲民政党形象的成功塑造

民国以来#陕北军阀割据#战争频繁#苛捐杂税重#地方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出现

断层和对立$ 如何修复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最基本的考验$ 医疗

救治作为中国共产党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为社会成员提供疾病治疗#阻断疫病传播#开展卫

生教育#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边区老百姓亲切)质朴地称呼

医疗队员为+八路军,+公家人,$ 如清凉山卫生所的阮雪华)白浪两位女医生热心为群众看病#当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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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八路军的医生太好了#这样远还跑来给咱看病$ 公家和老百姓真是一家人$,

-%S.

+公家人,治病

不收钱#还耐心热情#群众发自内心地称赞+公家人,#认为+公家人,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徐根竹医生到

延安县川口区新民乡防治疫病#日夜奔波半月#疫情得到控制后#当地老百姓说%+咱边区真好#政府对

咱可照顾的周到#咱们生了病#医生亲自来#救了命还不要钱#真是好的太3,

-%B.从前不知政府为何物的

老百姓把医疗队防疫治病救人的努力与成绩归功于新社会)新政府$ 这种亲身体验的实实在在转变#让

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是一心为民的好政府$

四!结A语

群众卫生运动既达到了防止疫情蔓延)宣传卫生常识)推进环境卫生改善的目的#也实现了政治权

力与基层社会的有效对接#+卫生下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深入基层社会的有

效途径$ 通过医疗卫生下乡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开展社会管理#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群众的认可与拥

护$ +卫生下乡,不仅缓解了群众对常见疫病的恐慌心理#同时也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推动了乡村建

设#实现了政治权力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有益且成功的

社会治理范例$ 从这个层面来看#疫情防控)医疗卫生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关系着执政党

和政权能否获得群众对其合法性认可的政治问题$ 当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冲击仍在持

续$ 对比中国与各主要国家政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的表现# 是否以人民至上为出发点和着力

点是明显区别之一$ 在抗击疫情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生命与健康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坚

定) 耐心) 细致) 平稳地推行有利于民众长期利益的各项防控举措$ 这种成熟) 负责的政治特质# 与延

安时期传染病防治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卫生观一脉相承# 正是战胜疫情和其他风险) 挑战的强

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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