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病医院工作计划(模板5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写计划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慢病医院工作计划篇一

x全年镇总人口数58809，全镇有16个行政村,。现有16个卫生
室，4个卫生服务点，村级兼职慢病医生23人，镇级专职医
生1人。

20xx年镇慢病工作在区疾控中心的指导下，通过镇、村两级
慢病防治人员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首先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门诊就诊测血压制度，对于新发现的高
血压患者都能进行登记；其次，死因登记报告工作更加真实、
准确、完整，死亡医学证明开具率进一步提高；再次，每月
开展一次慢性病相关知识宣传，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自我健康
意识；最后，积极开展慢性病普查活动，对新发现的慢病病
人都能够及时地进行建档管理。

（一）、进一步巩固死因登记报告制度。

1、实行居民死亡医学报告制度，持证火化率100%。

2、死亡医学证明书填写规范、准确。

3、及时上报人群死因的报表及死亡医学第二联。

4、每季度及时与民政部门核对死亡人员，并做好12个村额死
因漏报调查工作。



（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肿瘤报告制度。各村卫生室、服
务点对于本村的肿瘤患者要实行月报，对于漏报者要给予相
应的处罚。

（三）、进一步加强心脑血管事件的监测与报告工作。

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加强对全镇心脑血管事件的
监测、报告及管理工作，并建立心脑血管事件数据库。对于
已发病及多次发病的（中间间隔小于28天的）都要进行登记、
上报、录入。

（四）、执行门诊就诊测查血压制度，提高高血压病人的发
现率、治疗率、死亡率。

医院内外中医妇产科等科室门诊开展对35周岁以上人群首诊
测量血压工作，并在门诊日记及时登记。测量率、登记率大
于等于95%。并按旬进行汇总和下转，各村要建立高血压病人
专用登记簿，对病人进行跟踪管理。

（五）、认真开展慢性病防治方面的宣传培训工作。

（六）、针对老年人群（65岁以上）要建立健康档案，本年
底建档率要大于等于总人口的50%。另外，本年里将会免费
给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一次，对新发现的慢性病
病人要及时地进行建档管理。

（七）、

1、市、区组织的业务培训。2、4.15---4.21肿瘤宣传
周。5.31世界无烟日。9.20全国爱牙日。10.08高血压日
和11.14糖尿病日的宣传工作，做到有计划，有总结，有图片
并及时上报统计表。

（七）、及时拟定慢病年度工作计划，并认真实施。



三月份，制定全年计划，对镇、村医务人员进行医务人员进
行慢病相关知识培训

四月份，做好各项宣传日的宣传工作

慢病医院工作计划篇二

房县20xx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落实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工作在我县全面开展，遵循突出
重点，分级管理的原则，以规范化建设管理为标准，以创
建“慢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健康湖北”、“疾控工作强
基工程”为契机，结合我县慢病防治实际情况，努力推进湖
北省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逐步开展示范创建等健康促进
活动，加强业务培训，为我县慢病综合防治的开展，特制
订20xx年慢病综合防治工作计划。

（一）全面实施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项目服务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管理工作，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xx年版）
为依据和标准，全力做好慢性病相关的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
项目服务的工作落实。20xx年常住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要
达到100%（纸质和电子），65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
病、重性精神病患者登记率达到60%及以上，规范化管理率达
到60%及以上，血压、血糖控制率达到45%及以上。

（二）重点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工作，以城乡居民健康档案
建档为支撑，积极探索以人群分类管理为基础，以高血压、
糖尿病、老年人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为重点的慢病防治
工作方法与途径。

（三）积极开展慢性病控制工作。促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死
因监测、网络报告工作及肿瘤监测工作的进一步实施。督导
乡镇卫生院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工作任务的落实，加强质
量控制，提高数据质量。



（四）积极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以示范创建工作为
重心，指导全县开展形式多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健
康宣传、健康促进活动。

（一）全面落实居民健康档案、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基
本公共卫生均等化项目服务工作。

1、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慢性病健康教育为重点，探
索疾控机构指导基层公共卫生开展慢病防治的方法与模式。

2、做好业务指导与培训，推广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
湖北省慢病社区综合防治技术，举办慢性病综合防治培训班，
加强慢病防治队伍能力建设。

3、每季度开展居民健康档案、慢病管理情况的督导、统计和
评估，并在全县进行信息通报。每月及时上报、审核公共卫
生信息报表。

（二）做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死因监测、肿瘤监测工
作。

（1）在县直医疗机构开展死因监测、肿瘤监测工作，做好常
规死因网报审核及分析工作。

（2）加强死因、肿瘤监测工作督导，提高死因、肿瘤监测工
作质量。

（3）举办死因监测培训班，提高专业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
力。

（三） 慢性病人随访管理

1、通过居民健康体检对发现的慢性病进行登记、管理，重点
做好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积极



推广患者自我管理模式。

2、督促落实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
进行一年不低于四次面对面随访工作，落实对老年人进行一
年一次健康体检和重性精神病人的随访管理，按要求做好相
关项目检查，做好随访记录、填写存档备查并保证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同时做好服务券的督导、管理工作。

（四 ）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1、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健康
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进行宣传慢性病防治知识。

2、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慢性病人进行慢性病防治知识讲座。

（五 ）积极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示范社区，示范单位、示范食堂、示范餐厅、示范超市等，
进一步调动广大居民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2、在城关、红塔、军店、化龙等重点乡镇开展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试点。规范和完善健康促进
活动内容，为全面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探索和经验收
集，并做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信息上报工作。

1、指导各乡镇制定本年度慢性病防治工作计划，制定完成每
季度督导计划和方案

2、制定完成“5、31”世界无烟日、“9、20”全国爱牙
日、“10、8”全国高血压日、“11、14”世界糖尿病日等相
关慢性病宣传日计划、方案，指导开展好宣传活动，并完成
宣传总结工作。。

3、全年开展“肿瘤监测”、“死因监测”、“全民健康行



动”工作，并做好报表、年报分析、统计总结工作。

4、12月份整理资料，迎接上级有关部门的年终检查和考评工
作。

慢病医院工作计划篇三

为了落实镇乡两级公卫办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做好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防治工作。联系我村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计划：

1.执行35岁以上社区居民首诊测血压制度；每年至少测四次
血压和血糖。

2.对新发现的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必须建立规范完整的档案
资料，建档率和规范管理率达90%以上，有效随访率达85%。

3.辖区内35岁以上户籍居民高血压发现登记率应达100%，糖
尿病发现登记率应达100%以上。

4.高血压、糖尿病的上报资料准确、完整、及时。

1、设专人负责社区各项慢病防治工作。

2、首诊测血压，35岁以上居民每年至少测四次血压和血糖，
做好居民的周期性体检（一年一次）。

3、掌握辖区居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有规范完整的病历档
案和名册登记（高血压发现登记率达100%，糖尿病达100%），
规范管理和随访率均达95%以上，每年随访四次。

4、掌握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群（常住人口）的基本情况，健
康档案等资料齐全，开展老人周期性健康教育工作，有开展
工作记录及资料。



5、按要求对重点人群督导访视，并有记录。

6、按照慢性病防治要求，及时、准确、完整、规范地将慢病
防治工作相关原始资料统计成报表，按时上报。

7、按照各类慢病防治的需要，积极开展相应的慢病防治，健
康宣教育及健康促进工作。

慢病医院工作计划篇四

为进一步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工作在我县全面
开展，遵循突出重点，分级管理的原则，以规范化建设管理
为标准，以创建“慢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健康湖
北”、“疾控工作强基工程”为契机，结合我县慢病防治实
际情况，努力推进湖北省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逐步开展
示范创建等健康促进活动，加强业务培训，为我县慢病综合
防治的开展，特制订20xx年慢病综合防治工作计划。

（一）全面实施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项目服务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管理工作，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xx年版）
为依据和标准，全力做好慢性病相关的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
项目服务的工作落实。20xx年常住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要
达到100%（纸质和电子），65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
病、重性精神病患者登记率达到60%及以上，规范化管理率达
到60%及以上，血压、血糖控制率达到45%及以上。

（二）重点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工作，以城乡居民健康档案
建档为支撑，积极探索以人群分类管理为基础，以高血压、
糖尿病、老年人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为重点的慢病防治
工作方法与途径。

（三）积极开展慢性病控制工作。促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死
因监测、网络报告工作及肿瘤监测工作的进一步实施。督导
乡镇卫生院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工作任务的落实，加强质



量控制，提高数据质量。

（四）积极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以示范创建工作为
重心，指导全县开展形式多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健
康宣传、健康促进活动。

（一）全面落实居民健康档案、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基
本公共卫生均等化项目服务工作。

1、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慢性病健康教育为重点，探
索疾控机构指导基层公共卫生开展慢病防治的方法与模式。

2、做好业务指导与培训，推广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
湖北省慢病社区综合防治技术，举办慢性病综合防治培训班，
加强慢病防治队伍能力建设。

3、每季度开展居民健康档案、慢病管理情况的督导、统计和
评估，并在全县进行信息通报。每月及时上报、审核公共卫
生信息报表。

（二）做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死因监测、肿瘤监测工
作。

（1）在县直医疗机构开展死因监测、肿瘤监测工作，做好常
规死因网报审核及分析工作。

（2）加强死因、肿瘤监测工作督导，提高死因、肿瘤监测工
作质量。

（3）举办死因监测培训班，提高专业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
力。

（三）慢性病人随访管理

1、通过居民健康体检对发现的慢性病进行登记、管理，重点



做好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积极
推广患者自我管理模式。

2、督促落实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
进行一年不低于四次面对面随访工作，落实对老年人进行一
年一次健康体检和重性精神病人的随访管理，按要求做好相
关项目检查，做好随访记录、填写存档备查并保证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同时做好服务券的督导、管理工作。

（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1、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健康
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进行宣传慢性病防治知识。

2、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慢性病人进行慢性病防治知识讲座。

（五）积极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1、按照省卫生厅《湖北省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实施方案》
的要求，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在全市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重点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示范创建活动，有计划地在
全县建立示范社区，示范单位、示范食堂、示范餐厅、示范
超市等，进一步调动广大居民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居民健康
素质。

2、在城关、红塔、军店、化龙等重点乡镇开展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试点。规范和完善健康促进
活动内容，为全面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探索和经验收
集，并做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信息上报工作。

1、指导各乡镇制定本年度慢性病防治工作计划，制定完成每
季度督导计划和方案

2、制定完成“5.31”世界无烟日、“9.20”全国爱牙



日、“10.8”全国高血压日、“11.14”世界糖尿病日等相关
慢性病宣传日计划、方案，指导开展好宣传活动，并完成宣
传总结工作。。

3、全年开展“肿瘤监测”、“死因监测”、“全民健康行
动”工作，并做好报表、年报分析、统计总结工作。

4、12月份整理资料，迎接上级有关部门的年终检查和考评工
作。

慢病医院工作计划篇五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慢性病防控工作，健全慢性病防控专业网
络，不断扩大慢性病知识宣传覆盖面，提高高血压、糖尿病
患者管理服务质量，逐步拓展慢性病防治工作，根据《全国
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试行）》（卫疾控发〔20xx〕18号）
等文件要求，特制定20xx年全市慢性病防控工作计划。

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工作
机制，健全慢性病专业防控体系，逐步拓展慢性病防治工作，
提高慢性病防治工作质量。

1、按现住址、审核日期统计，全人群报告粗死亡率达650/10
万以上。多死因填写完整率不低于60%，死因编码错误率控制
在5%以内。

2、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90%，管理人群血压、
血糖控制率达到60%；重精检出率达4.5‰，检出患者规范管
理率达85%。

3、创建健康社区等示范点不低于4个。培训健康指导员不低
于200人。开展无烟医院、无烟校园、无烟单位等无烟环境创
建不少于3家。慢性病防控与营养工作进展季度报表按时完成
率达100%。



4、慢性病防控核心信息人群知晓率达50%以上，35岁以上成
人血压和血糖知晓率分别达到70%和50%。

5、适龄儿童窝沟封闭覆盖率达对20%以上，12岁儿童患龋率
控制在25%以内。

7、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单独的慢性病防控科
（股），慢性病防控专业人员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
的比例达5%以上。

(一)加快体系建设，完善防控网络

各县(区)继续加快推进慢性病防控体系建设，加强政策倡导
和领导层开发，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
与”的工作机制。确定慢性病防控专职人员，死因监测、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肿瘤随访登记等重点工作的专职人员
各1名，确保辖区慢性病防控工作任务的落实。

(二)加强培训指导，提高死因监测质量

各县(区)要加强与公安、民政部门的数据交换，强化对死因
直报单位的指导，细化专业培训，提高死因直报单位专业人
员专业技能，确保20xx年全市死因监测工作质量再上一个台
阶。各县(区)报告粗死亡率、填报完整率、审核率、根本死
因正确率等主要指标达到《全国死因监测工作规范》要求，
如期完成死因监测季度、年报分析。市中区、资中县作为全
国死因监测点，务必严格按照项目工作要求，确保项目目标
的完成。

（三）有效整合资源，积极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各县（区）要以示范创建、健康指导员培训、主题日宣传等
为重点，不断深化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内涵。加强对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信息系统的管理，及时报送、审核辖区内



活动信息，要广泛收集基层单位及体育等其他部门活动信息，
不断丰富我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活动信息，确保各类工作信
息及时、完整上报。

（四）完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肿瘤随访登记工作

各县（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肿瘤随访登记工作机制，建立
县-乡（社区）-村三级肿瘤登记报告网络，对辖区内肿瘤报
告程序、核实和随访、职责分工等进行明确和细化。还未成
立肿瘤登记处的县（区）务必在20xx年成立，明确登记处人
员职责，加强对报告单位的指导和培训，确保肿瘤随访登记
工作顺利进行。

（五）丰富宣传形式，有序开展慢性病系列宣传

持续加强对慢性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充分发挥网络、电视、
微博、微信等媒介作用，不断扩大慢性病健康教育工作覆盖
面。要增强慢性病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序开展慢
性病主题宣传日活动，对世界高血压日、联合国糖尿病日、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等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注重分类实
施，准确传播慢性病科普知识。

（六）加强技术培训，提升队伍能力

各县区要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强化业务培训，不断提
升专业人员慢性病防控能力。20xx年要重点针对死因监测、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肿瘤随访登记、重点慢性病患者管理
服务等内容进行专项培训，市级将面向全市举办死因监测、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肿瘤随访登记等技术培训班。

(七)加强督导与考核，提升慢病防控质量。

要将慢性病防控工作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有机结合，充
分发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力度，各县区可结合本地



实际，考虑将死因监测、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肿瘤随访
登记等当前重点工作，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服务考核内容。
市本级将以季度为周期，定期对慢性病防治工作进行总结，
对工作滞后、工作质量差的县（区）进行通报。慢性病防控
工作执行季度督导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