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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立医院的红色历史与新四军史相
当，先后历经南昌时期、安徽岩寺时期、土
塘时期、云岭时期、盐城时期、黄花塘时
期、千棵柳时期、淮阴时期、临沂时期、胶
东和济南时期共10个阶段。

追溯红色历史，寻访先辈足迹，从南昌
旧城区筷子巷的军部门诊部，到岩寺祠堂里
的休养所，安徽泾县云岭镇、太平县的前后
方医院，再到沂水县略疃村“华东国际和平
医院”……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初心使命，
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在战争年代铸就的革
命精神、光荣传统，已作为山东省立医院的
红色基因，深深地融入血脉，指引未来，代
代承传！

治病救人，医者初心，人民的医院为人
民！从新四军军医处成立之初，就确立了
为人民群众医伤治病的宗旨，无论是在行
军过程中，还是在驻扎地，无论环境多么
艰苦 ， 医 务 人 员 走 到 哪 里 ， 都 给 群众看
病，以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人民
群众的信赖，结下鱼水深情，使医院成为
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
纽带。

早在1938年2月，新四军刚刚组建，就设
立了军医处，同年春天，又成立了第一个由
宫乃泉、王聿先、齐仲桓、崔义田、吴之
理、郑迈光、戎和卿、章央芬8位医生，和十
几位正规学校毕业的护士组成的门诊部，并
开始在部队相应建制单位，组织起约1万人的
卫生员队伍。

战时救治伤员，平时服务百姓。尽管门
诊部很小，药品很少，也给群众施诊施药。
时任军长的叶挺，得知岩寺镇下街有个孤苦
伶仃的老人汪五婆，已病得奄奄一息，马上
派军医上门治疗，烧水、煎药、吃药等都由
军医服侍；待疾病痊愈后，叶挺军长用自己
的津贴，买了一篮子鸡蛋送去，让她滋补身
体……在叶挺军长的关心和军医的精心治疗
下，汪五婆恢复了健康，专门赶到新四军军

部登门致谢。
直到现在，在安徽岩寺新四军纪念馆

里，还竖立着反映这段历史的铜像：两人紧
紧握起的双手，军民一家的鱼水深情。

1938年夏天，新四军军部在云岭旁的南
堡村徐氏宗祠和邻近的太平县小河口翟家大
院和祠堂两地分别设立前、后方医院，这是
军部最早建立的医院。宫乃泉、崔义田分别
担任前、后方医院院长，总床位达370多张，
并设有装备齐全的手术室、X 光室、化验
室、药房，以及用竹筒作管道的淋浴室等。
在硝烟和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军队医院，从此

随军一路辗转，最终铸就一部筚路蓝缕、薪
火相传的壮烈史诗。

医院良好的医疗效果，受到周恩来和中
外人士的高度赞扬。1938年秋，美国进步作
家史沫特莱辗转前来，对新四军在艰苦条件
下取得的医疗成就和高质量规范服务感到震
惊，赞扬说：“真了不起！这是我在中国见
到的最好的军医院！这是世界上少见的伤兵
医院！我要向全中国全世界报导，呼吁他们
支援你们！”

随后，她一边用随身携带的英文打字机
不断地向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介绍在新四军

的所见所闻，一边热情引见国内、国际友好
人士为新四军募集药品、器材，帮助介绍国
际医护力量。

1939年3月，周恩来到皖南小河口医院慰
问伤病员，并给医务人员作了鼓舞人心的讲
话。勉励医护人员要用技术特长为抗日战士
服务，为革命的军队卫生工作多作贡献。

资料显示，皖南3年中，新四军医院收治
住院病人 6 0 0 0多名，其中治愈、好转的占
82 . 9%，手术1443人。

1940年初，前、后方医院合并到肖村，
称军部医院，同年12月，根据军部决定，医
院人员取道苏南转到苏北。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
此时军部后方医院下辖4个休养所，分驻盐城
海神庙、张家墩等地。

1946年冬，军部医院随军迁至山东省沂
水县李家河北的略疃村，更名为“华东国
际和平医院”。 1 9 4 7 年 3 月，医院随军转
移，经沂水、诸城、高密、平度、莱阳等
县，历时1个多月，到达当时的乳山县腾甲
庄。

“是和平医院救了我的命！”乳山市后
尹家村村民崔文峰老人，已80岁高龄，身体
康健，精神矍铄，回忆起当年仍充满感激。
当时才8岁的崔文峰在干农活时，意外被父亲
误伤，穿透胸背，危在旦夕。家人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背着崔文峰一路步行赶到十几里
外的华东国际和平医院，门口一位正从医院
出来的老乡，看到满身是血、已经奄奄一息
的崔文峰禁不住说：“这种伤，找他们治就
对了！”

经过解放军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奇迹

发生了！崔文峰不仅从死亡线上活了回来，
而且没留任何后遗症。

预防为先！用科学知识提升群众卫生健
康意识。医院发起的“平猪圈运动”开创
了胶东解放区爱国卫生运动的先河。华东
国际和平医院随军部到达乳山不久，就发
现在胶东地区流行严重的虫媒传染病，跟
老百姓在堂屋门口建圈养猪贮粪的不良人
畜 共 处 模 式 有 关 ， 遂 发 起 “ 平 猪 圈 运
动”。然而，由于受观念、习惯影响，群
众一时无法接受。对此，解放军医务人员
毫不气馁，坚持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普
及疾病预防知识，改变人们对不良生活习
惯的认知，有效控制了传染病传播，取得
了明显效果。

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
动重点进攻，形势紧张，华东国际和平医院
暂时分散，40余人组成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手
术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之后，奉华东野
战军卫生部令，和平医院手术队及卫生学校
的学员联合组成鲁中防疫大队，约140人，分
3个中队，赶赴临朐、沂北、沂中各县疫区抢
救灾区病人。直到来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山东兵团在胶东战场取得全面胜利后，华东
国际和平医院随军区卫生部迁至诸城县赵家
辛庄与分院会合。

1948年9月，解放济南的攻坚战打响，华
东国际和平医院离火线最近的距离只有3里
地。当时，医院大胆采用先进的牵引固定法
治疗股骨骨折，使治愈率大为提高，住院期
显著缩短，大批伤员提前重返前线，有力地
保障了战斗力量。手术队的胡田成同志在回
忆录中称：“在战争动荡不定的环境下，敢
于采取这种治疗方法，还是个创举。”

济南解放后，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接管山
东省立医院，翻开了医院建设发展新的历
史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立医院又
作为红色医疗基地，代表党和政府派员开
展对原有 2 0多家教会办医院进行帮扶、培
训，作为革命的种子，把红色基因撒向全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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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乱原来的秩序，尽量发挥医院原有的作
用！”今年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山东省立医院小
儿外科专家，对当初接管山东省立医院过程仍记忆
犹新，解放军打下潍坊后，就对接管济南的各项事
宜，作出了详尽安排。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华
东军区济南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部部长方春
望，率百余人接管山东省立医院，翻开了医院建设
发展新的历史一页。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山东省立医院，百废待兴。
“医院原来的器械不行，甚至连病历夹子都没

有，都是我们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带来的。”据季海
萍介绍，这批海军陆战队的医疗装备是1947年在宋
庆龄帮助下获得的国际援助。

当时和平医院随解放军步行至胶东乳山县，尽
管医院设在了地主的大院里，房屋条件是改善了，
可缺少应有的医疗装备。不久，经宋庆龄多方斡
旋，受到国际救济总署的援助，争取到武装300人规
模海军陆战队的全套医疗装备，包括药品、器械、
铁床、床垫、军毯、处方签等，还有不少婴儿成套
衣褥包裹以及血浆和奶粉等。“毛毯一条接着一
条，很多很多，很丰富，什么都有……”季海萍回
忆道，3天之内这批物资就把和平医院给“武装”起
来了。

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把这些医疗设备全部带来，
迅速将山东省立医院武装起来，奠定了医院后来发
展建设的坚实物质基础。

仪器设备有了，党组织对技术力量也早有安
排。首先，军医接管。解放军军医学校的临床教学
医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高级医务人员，
承担接管山东省立医院的任务，为省立医院此后的
发展壮大注入了第一批强大的人才力量。

其次，人才引进，奠定学科基础。解放军在进
驻济南前就已制订了完备的人才引进计划，并由宫
乃泉邀请，联系北京、上海的多位知名专家，动员
他们到山东工作，并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回国共
同建设山东省医疗卫生事业。

从1949年开始，一大批在国外接受过系统医学
教育的知名专家陆续来到山东省立医院，成为我省
乃至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其中多数
接受过发达国家的规范医学教育，具有较高的技术
水平和思想追求。山东省心外科奠基人苏应衡，中
国妇产科学奠基人苏应宽，山东省心内科学科带头
人王培仁，山东省普外科带头人张冠增、李兆亭，
山东省心胸外科奠基人郭懋荣，山东省耳鼻喉科奠
基人骆兆平等一批专家、医学博士都是在此时来到
山东省立医院，创办和组建起当时享誉全国的学
科，成为省立医院学科发展史上的奠基者和传承者。

第三，启用留守人员。1948年9月26日，山东省立
医院恢复工作，原本在医院工作的人员积极响应党和
政府的号召，纷纷回院，至10月2日报到230人。至
此，山东省立医院形成了解放军、海归、原医院留
守人员3支力量融合的技术人才格局，也决定了医院
的发展起点和层次。这3支技术力量的汇聚融合，为
山东省立医院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打下坚实基础。

“人来了，就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季
海萍回忆，国内外专家提出采取住院医师制，住院
医师24小时轮流值班，既能最大限度保证病人的医
疗安全，又能为年轻医师提供教学指导，使整个医
院的临床、教学、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查一个房
两个小时，基础医学、解剖学，以及今后的治疗方
面住院医师都会讲给年轻大夫，这样对病情的认知
就会非常全面了。”季海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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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革命建设事业成功的核心要
素。在战争年代，革命的军队更是把医疗
专业技术人员看作卫生事业的宝贵种子，
格外珍惜，派精干武装力量保护。

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已作为山东省
立医院红色基因的精华，从战争年代，到
和平建设发展期，逐步沉淀，源远流长，
奠定了山东省立医院人才文化的底色。

打仗是战士，坐下来是学员

从开展卫生员培训，到云岭时期开设
解剖学课程，鼓励医疗工作者加强锻
炼，研究学员培训的有效方法，成立专
门的培训队、卫生学校，不断强化卫生
干部队伍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
完善的医院医学教育体系，几经变迁，
培养了大批经验丰富、甘于奉献的骨干
师资力量，为我省医学事业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人才力量。后来，又抽调新参军
的中学生进卫训班学医，培养战地救护
人员。

1944年10月16日，新四军军部又创办新

四军军医学校，后改名为白求恩医学院。
高中毕业的季海萍成了业务骨干，“学
校即医院，医院即学校。要打仗了，有
伤员了，就工作，没事了，那些医生就
变成了老师，给我们讲课。”学员们在
战场上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打仗了就
是战士，坐下来就是学员。”这种理论指
导实践、实践完善理论的医教结合模式，
为部队培养出一批高级医务人员，并在解
放战争中成为技术骨干，以及新中国成
立后卫生事业的重要力量。1945年10月进
驻临沂后改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到解
放战争结束时，共为华东部队培养卫生技
术人员4万余人。

撤到山东解放区去

“双十协定破裂后，我们要撤到山东
解放区去。”季海萍回忆道，当时自己
所在的医院，要随新四军从淮阴行军至
临 沂 解 放 区 ， 陇 海 铁 路 线 成 了 “ 天
堑”。由于当时陇海铁路是交通大动
脉，国民党政府派重兵保护，防卫森
严。不仅在铁路两侧修筑了密集的岗
楼、碉堡等防御工事，而且还沿线拉起
了铁丝网，白天安插流动哨来回巡逻，
夜间则开大探照灯，由岗哨昼夜把守，
一 旦 发 现 可 疑 情 况 ， 哨 兵 会 随 时 开
枪……沿铁路形成了一条两侧分别宽1 . 5
公里的“真空”地带。

“我们这些人，又是学员又是医生
的，都是部队的宝贝。”季海萍拍着自
己的胸脯说，要让这些人安全通过，则
成了摆在部队面前的难题。为此，新四
军首长专门作出安排，先是通过地下组
织，白天睡觉、晚上行军，分批秘密靠
近铁路线，然后再设法通过；同时，针
对女同志多、体力弱、环境条件恶劣等
因素，专门派出战斗力最强的警卫营全
副武装护送学员过铁路。

每天深夜十二点之后，铁路停止通
车，敌哨兵开始放松警惕。部队就会在做
好前期侦察工作、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化
整为零，由当地同志带领，每两个年轻力
壮的警卫营战士架一名女学员，或一名战
士拉一名男学员，趁探照灯扫过的间隙，
钻过铁丝网，翻过铁路，冲过隔离带。

“当时，周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
见，也分不清方向，只是跟着队伍一刻不
停地往前跑。就觉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
感觉不到腿在哪了，就是跑，一口气跑过3
公里多，到了安全地带，就躺到地上动不
得了……”季海萍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
历历在目。

通过这种方式，警卫营战士用了几天
时间，才将这批学员安全护送通过陇海线。

对此，季海萍感慨地说：“警卫营本
来是保卫首长的，却让他们来保护我
们，这反映了部队对知识、人才和卫生
工作的重视程度！”

减少非战斗减员37人

“当时，都很尊重知识，重视合理化
建议，很多建议提出来就能落实……”高
中毕业入伍、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季海萍，
不经意间的一条建议，竟然为部队“减少
非战斗减员37人”，保存了近一个排的战
斗力量，并荣立胶东军区二等功。

1947年底，掖县战斗后，部队开始往
西走，由于国民党进攻猛烈，行军太频
繁，季海萍右膝关节积水，只得与化验班
的一名学员携带一台显微镜，留守埋伏在
东海二所。在日常巡诊中，季海萍看到有
大量伤员不明原因发烧，甚至发烧出现
昏迷，季海萍根据自己所学的医学知
识，认为可以对发烧患者进一步明确诊
断，夜间跟同屋的战友聊天时提出“可以
采血做个普通瑞氏染色涂片，用显微镜就
能区分疟疾、细菌感染、伤口等引起的，
很简单的。”

建议很快被采纳，季海萍与化验班的

战友，很快就利用显微镜，诊断清楚了大

部分伤员的发烧原因，并对小部分诊断不

清楚的伤员，再用15号针进行进一步骨髓

穿刺取样检查，明确诊断，并采取针对性

的治疗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伤员们先

后在7到9天内顺利康复归队，重上前线。

结束语

回顾山东省立医院的发展史，可以看

到一部红色基因的传承史，看到一代代省

医人，恪守呵护人民群众健康的责任担

当，看到省立医院不断克服艰难险阻，大

胆探索创新，为人类医学作出的众多开创

性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追寻红色

足迹，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更能凝聚和激

励医院广大干部职工坚守为民健康的初心

和使命，引领全省医疗的未来和方向，办

好人民满意的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是一所拥有120多年历史的国内知名医院，时光
的轮回已经在这所百年老院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她历经风霜，
披荆斩棘，完成了从蹒跚学步到带头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谱写了艰
难挫折与拼搏收获相互交织的时代篇章。

山东省立医院是一所拥有着红色革命历史的人民医院，她延续
着新四军的血脉，传承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

精神的光荣传统，彰显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办院宗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追寻山东省立医院的红色足迹，一

段段光辉的历史，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如红色的种子将红色基因融
入广大医务人员的血脉，给医院带来深远的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省医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护佑着人民
群众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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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山东省立医院、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在现址恢复

1946年，沂水略疃村华东国际和平医院手术室旧址

1947年4月，华东国际和平医院乳山县腾甲
庄旧址

季海萍在接受采访

山 东 省 立 医 院 红 色 往 事

1948年9月，山东省立医院翻开了建设发展新的历史一页，解放军带来了武装300人规模

海军陆战队的全套医疗装备，引进了来自国内外的12位顶级专家，共同创办和组建当时享誉

全国的经典学科，为医院和山东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学科基础……

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已作为山东省立医院红色基因的精华，逐步沉淀为一种文化，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发

展时期，源远流长，浸润着每个人的心灵……

警卫营掩护过陇海线
装备“海军陆战队医院”

大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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