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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照耀白城百年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党领导白城人民在根据地的建设中，进行着两场战争：一是参军参战，支援
前线；另一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防疫灭疫送“瘟神”。1946年春，正当我民主联军在白城地区刚刚站稳
脚跟、根据地初步创立时期，烈性传染病霍乱（虎列拉）、鼠疫（百斯笃）在白城地区流行开来。霍乱由
西向东蔓延，先后在瞻榆、开通、洮南、洮安、安广、大赉、乾安、郭前旗都发生了传染病，特别是在农村
流行的情况较为严重，造成许多人死亡。霍乱病的主要传播者是带病菌的苍蝇，人吃进被苍蝇污染的
食物，便感染为霍乱。由于群众缺乏卫生防疫知识，战争环境生活困难，卫生条件差，饮水不洁，食品
被污染，再加国民党的封锁，使城乡流通被隔断，乡村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及医疗药物都
非常困难。霍乱病的蔓延，与这些情况有直接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在白城地区（主要在乡村）共发生
200多个疫点（村、屯），死亡3000多人。

霍乱发生后，白城地县党委和民主政府，立即组织防疫工作队，深入疫区，对患者进行救治。同时
还发动社会的各种力量，中医、西医、蒙医和有经验的民间人士，参加防治。由于药物非常缺少，曾发
动群众推行土方土法救急治疗的现象。如用煮沸的食盐水从病人口腔灌入，也起到了缓解病情的作
用。还有用生石灰、柴草灰代替消毒药剂，洒在病人的吐泻物上消毒，还有扎针拔罐等等，凡是有效的
治疗法都提倡。与此同时，为使人民群众增强对苍蝇传染疫病危害性的认识，大力宣传预防霍乱感染
的知识，发动群众大搞卫生，清扫垃圾，清除庭院的粪便，挖蛹灭蝇，掏井清水源等，经一系列的工作，
到1946年9月末，霍乱疫病基本扑灭了。

与霍乱疫病同时流行的更猛烈的传染病——鼠疫，在更大的范围传染开来。历史上，这种疫病每
发作流行，都会造成“户户炊烟断，处处有悲声”的凄惨景象。伍连德编著的《鼠疫概况》一书，描述历
史上鼠疫流行的情况：“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死鼠不几日，人死为圻堵。人死尽，莫问数，
月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来十步远，忽有两人横截路。尸骨满地人烟无，田间无人收禾谷……”这是人
们描述鼠疫流行的惨状。日伪时期的1941年，白城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鼠疫，死亡人数达1万多
人。当时日本关东军为控制鼠疫的传播和蔓延，派出大批军警封锁甚至毁灭正在发生鼠疫的城镇和
村屯。一但发现跑出来的人，不论是否染患鼠疫，一律架起机枪扫射屠杀。1945年8月，日本“731”
部队败退之前在王爷庙（乌兰浩特）把大量带有鼠疫菌的活体鼠放出，在王爷庙（乌兰浩特）西科前旗
（科尔沁右翼前旗）发生鼠疫后，造成白城地区鼠疫流行。1946年3月，刚刚建立起民主政权不久的
洮南，便发生了鼠疫。接着，白城子、镇东等地也相继发生，开通、四平等地很快波及。到4月份，洮南
城每天都有七八个人死亡。病人发病后呕吐、高烧、头痛、体肿，轻患五七天，重患三五天，甚至有的患
病当天就死去了。当时的情景是人死了去送葬，没等掩埋完，又有送葬的人死在坟地里。有的一家人
死绝了，有的一屯子几天时间就成了废墟。有人形容当时的惨景说：“先死的人，有人哭有人抬；中间
死的人，有人哭没人抬；后死的人，无人哭无人抬。”

为了迅速解救人民于水火，洮南地委、专署立即投入防疫灭疫斗争。专署成立了以专员魏兆麟为
主任委员的防疫工作委员会，抽调懂业务有一定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组成防疫队。驻洮南党政军机
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都投入到防疫灭疫工作中去。专署拨专款40万元，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
用品。经过40多天的艰苦努力将鼠疫扑灭。

1947年夏，正当东北战场我军节节胜利的时候，白城地区又一次猛烈地流行起人间鼠疫。这次
流行的范围广、时间长、发病人数多。从6月上旬开始，直到12月末，持续五六个月，全区有上万人被
夺去生命。鼠疫给人民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城镇街无行人，商号停业；农村许多村社空旷无人，耕地
撂荒，情景十分凄惨。辽吉四专区所属各县都发生了疫情，还有扶余、通辽、开鲁等地，蔓延到20多个
县、市（旗），仅洮安县（白城子）就有6个区26个自然屯鼠疫流行，发病人数771人，疫情最重的青山
区大八家子屯，全屯共有150户人家，竟有180人患病，死亡154人。通辽死亡1.1万人。乾安死亡
1714人，为全县人口的4％。洮安县鼠疫流行时，死亡率高达90％。

鼠疫流行造成如此惨重的灾难，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农民对鼠疫的烈性传染病缺乏认识。洮安县交流河区太平屯，是一个只有9户人家的小

屯。1947年8月的一天，屯子里的一个农民在玉米地里发现老鼠在玉米秆上啃食刚灌浆的玉米粒。
逮住打死后发现每棵玉米上面几乎都有老鼠在抱着玉米棒。这种现象从来没见过。于是跑回村里挨
家挨户地宣传，屯子里的人都到玉米地里看“热闹”。结果，两三天之后，屯里各家的猫，一个一个都相
继死去了。接着开始死人，全屯9户人家，仅仅20多天的时间，死亡24人。

二是大搞封建迷信活动。鼠疫发生后，老百姓以为“瘟神”下界，大搞迷信防疫，拒绝注射疫苗或
隐情不报，加速了疫情的扩散。通辽县大林子区一棵树屯，8月初发生鼠疫，3天内死了10多个人，后
经防疫队隔离治疗，已见成效。但村民们却认为这是“瘟神”下界作怪，决定唱皮影戏三天，以送“瘟
神”，唱不到两天，疫情再度严重，3天内死亡百余人。戏班子也吓跑了，并扩散到外屯。

三是鼠疫迅速蔓延与农民的卫生习惯有关。1946年7至9月，白城地区流行霍乱，死亡3000余
人。疫区主要是在农村，这同乡村卫生条件差有直接关系。鼠疫的三种类型之一腺型鼠疫（另两种是
败血型和肺型）即是由蚊蝇做媒介，人被刺破皮肤或皮粘膜后，传入人体内淋巴腺而得病致死的。
1947年，辽吉鼠疫大蔓延，患者得的大部分是腺型鼠疫，这同广大农民的环境卫生有直接关系。

鼠疫迅速蔓延流行，对几百万辽吉人民的生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其后果不
堪设想，势必影响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成败。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辽吉省委、省政府动员一切
人力物力，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和西满分局的支援下，带领广大人民开展了防
疫保命运动。

当鼠疫在吉林西部4县，洮北、安广、乾安等地发现时，7月29日，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和副主席朱
其文联合署名发出了紧急防疫命令：要求各县火速成立防疫委员会，由县长或副县长亲自担任主任委
员。同时决定在全省成立4个医疗队，由省卫生防疫委员会统一指挥，开赴疫区。

8月末9月初，鼠疫在辽吉蔓延开来后，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党政军民动员起来，防疫灭疫抢救
生命”的紧急号召，要求辽吉全党应本着对人民及生命负责的精神，动员党政军民迅速采取紧急措
施。要求已发现为鼠疫的村屯应立即停止一切工作，全力投入灭疫的斗争。同时省委还要求各地党
委要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把防疫作为群众运动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查阶级，查翻身，固本立功运动
相结合，在防疫的同时，把群众彻底发动起来。这样，防疫保命运动就从单纯的卫生运动上升为有政
治色彩的群众运动。

9月19日，省防疫委员会决定：9月21日至25日为全省灭鼠运动周。规定：各机关、部队灭鼠必
须严格登记，每只老鼠暂定奖金百元。由各单位生产解决。群众捕鼠必须在各街、村公所严格登记，
捕鼠多者各地可斟酌情况给予奖励。9月25日，辽北省政府发布第1号命令：“各县须将疫情在每天
下午向省府报告一次，使用火车站、电报局的长途电话，疫情优先，并设立了专用防疫电报线。9月27
日，东北邮电总局特通知各局，自即日起凡属各级防疫委员会与各地关于防疫事项之电报，或长途电
话，一律免费。除了这些措施以外，身为省防疫委员会主任的阎宝航为了找到鼠疫发病的原因，以便
从根本上消灭鼠疫，不顾个人安危，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红十字会医疗队深入疫情最重的通辽县，经
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总结各地的经验，最后形成了一套防治鼠疫的办法。这套办法，经过进一步归
纳，为东北卫生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卫生部制定防疫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资料。

鼠疫蔓延后，辽北省卫生防疫委员会更加注意宣传工作。各级防疫队在各地进行灭疫的同时，
向老百姓介绍卫生知识。为提醒广大人民注意防疫，编写了90行的防疫歌刊登在《胜利报》上。其
中的几句是这样的：”告老乡，劝同胞，卫生防疫最重要，事先准备好，莫等得病再治疗，迷信思想快
去掉，烧香许愿跳大神，这些都是瞎胡闹，更不该信命运……”宣传工作起到了传播知识、发动群众
的良好作用。

防疫灭疫得到了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大力支持。鼠疫流行期间，东北行政委员会从东北哈尔滨
医大、西满军区卫生学校等单位调来了一大批医疗骨干和专家，指导全区的防疫工作。1947年8月
鼠疫流行高峰期，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机动防疫大队4个中队150多人赶赴白城。东北局组建
防疫站，配备防疫列车，活动于白城至郑家屯通辽之间，以控制和处理铁路沿线的疫情。9月，东北行
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白希清又带领哈尔滨市医务工作者大队5个中队到达白城子，还有西满军区

医校防疫队等先后到达白城地区的防疫人员达700余人。他们携带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深入洮南、安广、大赉、乾安、洮安、扶余、通辽等县工
作，为控制疫病的流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期间，白城子技术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克服设备、技术、材料不足等困难，积极研制传染病的治
疗、预防药品。在研制中，培养疫苗没有牛肉汁用豆饼代替，没有培养菌瓶用大玻璃管代替，没有胶皮塞用木塞代替，研制获得成功，制出了120
多万人份的疫苗，对城乡群众普遍进行预防注射，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在疫情发生后，组织群众迅速战胜病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前线的胜利，就成为根据地异常紧迫的政治任务。从东北局、辽吉
省的党政军领导，到各县区的干部都十分重视白城地区的防疫灭疫工作，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1947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紧急防疫会
议，发布了《防治鼠疫及其办法》，辽吉省委发布《关于党政军民紧急动员防疫灭疫抢救生命的决定》，提出“翻身更要保命”的口号，动员千百万群
众与鼠疫作斗争。

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将生死置之度外，亲自带领干部在鼠疫区工作。在鼠疫灾情蔓延最严重时期，陶铸带领辽吉区党政军干部和防疫队进入
灾区，同时发动大批群众和民兵及时组成了抢救队，一面依靠医疗力量和药品抢救灾民，一面紧急疏散尚未受到鼠疫波及的附近村屯群众转
移。对于已因感染鼠疫的群众，则火速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就地掩埋，以消灭传染源。当时，有几次防鼠疫经验的医生曾向陶铸建议，依照当年日
本关东军在辽吉和东北三省控制鼠疫灾情蔓延的做法，火速封锁灾情严重的村屯，挖断公路，切断四洮铁路和火焚重点鼠疫区。陶铸听后当即
严词拒绝：“我们是共产党，如果我们也那样做，又和日伪反动派有什么区别呢？”当时一些领导和同志们劝陶铸退出疫区，陶铸说自己如果牺牲
了，只要在墓碑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个字就别无所求了。李润诗是在疫情猖獗时率西满医疗队来白城的，在领导白城地区军民防疫灭疫的繁
忙工作中，李润诗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于白城和洮南等各县之间，为了早日控制鼠疫的蔓延及其他传染病的流行，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因
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防疫保命运动在短期内取得重大胜利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防疫斗争，辽吉的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发动起来，人民群众
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场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政治教育运动。在长达半年的防疫斗争中，白城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清楚了，怀
疑、观望、若即若离的态度转变了，他们从心眼里感激党和民主政府。

防疫灭疫斗争的胜利，保护了人民的生命，保障了根据地建设的正常进行。在灭疫斗争中广大党员干部舍生忘死的精神品格，在人民心中
留下了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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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十字会医疗队在白城

研制鼠疫疫苗

东北防疫大队在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