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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卫生防疫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卫生防疫事业的领导，把卫

生防疫事业当作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方针，形成

了以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为主要特点的疫情治理新思路，推动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

高度重视，科学防治

早在 1949年 10月 27日，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的发生和蔓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示周

恩来连夜召开政务院紧急会议，迅速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薄弱，药

品和资金短缺，毛泽东于 10月 28日亲自致电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空运生菌疫苗四百

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并请苏联政府考虑派遣防疫队帮助进行鼠疫防治工作。在各方通力

合作和苏联防疫队的帮助下，仅用一个多月就扑灭了疫情。

扑灭察北疫情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紧迫性。1949 年 11 月，毛泽东指示卫生

部必须大力加强对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1950年 1月，卫生部首先

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同年 10月，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

办法》，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遍接种牛痘。1951年 4月 11日至 23日，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在北京召开，制

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血吸虫病等 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

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这些方案、条例为此后的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1年 9月 7日，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给党中央提交了一份近 3000字的全国防疫工作总结

报告，提出了“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的建议。报告

上报中央的第三天，毛泽东就作了批示，强调卫生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极力发展这项工

作”。他还指出“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至少应将卫生工作和救灾

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卫生防疫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

第一个批示，它进一步明确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推动了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还主张重视科学知识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要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搞科学防治。



实事求是，生产自救

在灾情疫情信息上，毛泽东一直主张公开如实报道，决不隐瞒。1959 年 6 月 20 日，毛泽东就广东大

雨群众受灾一事致信胡乔木、吴冷西：“……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

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这表明，在重大灾情疫情面前，

毛泽东敢于实事求是，直面并科学地分析问题，解决矛盾。

他认为，疫病并不可怕，办法总比困难多，要不怕困难，敢于胜利，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新

闻媒体客观公开报道的同时，要大力提倡生产自救，要把政府救济和群众自救结合起来，把卫生防疫和恢

复生产、重建家园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减少疫情带给人民群众的损失。在具体策略上，毛泽东主张要大

力宣传并弘扬人民群众抗击疫情的自强不屈精神，增强人民群众同疫情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要把事物的

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正如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

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的，坏的，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

果。”

防治结合，群防群治

在疫情治理方面，毛泽东主张一方面要彻底根治，预防和治理相结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另一方

面要积极预防，防止疫病反复发生，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

明确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

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我国卫生防疫工作的方针之一。1952年，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

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后，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

爱国卫生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振奋精神、提高健康水平为基本内容的

群众性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群防群治思想。运动最初的任务是消除病媒和粉碎美国细菌战阴谋，

1955年发展成为以除“四害”、讲卫生、消除疾病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以预防为

主，发动群众自觉地同不卫生的行为作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全民健康卫生事业，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

率，改善了城乡的卫生面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长期规划，分期治理



毛泽东主张把卫生防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综合规划。从“一五”计划开始，在全面考虑、综合治理、

长期规划、合理安排的防疫灭灾思想指导下，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条件，保证了卫生

防疫工作有序、重点地展开。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防疫的重点是预防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寄生虫病和性病。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是加强工业卫生工作和城市医疗工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群众危害最大的疾病。1955 年 12

月，毛泽东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

病……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

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在这里，毛泽东对疫病进行了科学分类，结合当时的条件，提出了长期规划、

分期治理的思想。

综上，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不仅制定了正确的卫生工作方针，还切实领导了

新中国初期的卫生防疫工作。推动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领导全党全国人

民在卫生防疫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这段艰辛而光辉的历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卫生防疫思想，

对于推进新时代的卫生防疫事业，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