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 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总结和工作计

划(精选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又进入新
的阶段，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写一份计划，为接下来的学
习做准备吧！我们在制定计划时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洛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篇一

1、工作目标：通过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稳妥实施全
面两孩政策，完成5万农村妇女免费宫颈癌筛查任务，增补叶
酸、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产前筛查、健苗工程目标人群
覆盖率均达到80%以上，力争创建1个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
务示范县、13个省级规范化基层妇儿保健门诊和1个早期发展
示范基地，切实保障母婴安全。

2、具体举措

(1)全面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完善推进全面两孩政策
落实的系列配套政策。完善政府主导、社会补充的计生家庭
扶助保障体系，加大对计生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力度。启动0-3
岁婴幼儿托育管理服务。继续深入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年
活动，推进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均等化服务示范县区创建工作，
深化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爱工作，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
育项目。

(2)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母婴安全、出生缺陷综
合防治、健康儿童、妇女健康四大行动，按照规范做好预防
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构建覆盖城乡居民，涵



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全程优
质服务体系。加强高危筛查，对高危孕产妇实行集中诊治和
专案管理，健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加强母婴安
全数据监测，实时、动态分析和干预，努力降低孕产妇和新
生儿死亡率。

(3)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变“治病救人”为“康养结合”，加
强公立医院全科门诊和全科病房建设，全市90%的三级综合医
院、40%的二级综合医院开设老年病科，满足老年病诊疗服务
需求，积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深入
总结惠丰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城区安康社区等一批有指
导意义、可学习、可复制的医养结合典型，大胆探索医养合
作、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医养一体、居家签约服务、综合
医院开设老年病科、医疗机构开通老年人绿色通道、村卫生
室与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融合发展等多形式的医养结合模
式，引领全市医养结合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洛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篇二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
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系统党建工作的意见》《关于
进一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试行)》，成立了xx
市卫生计生系统社会组织行业党委。积极开展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和不正之风专项整治活动。扎实做好市委巡察反馈问题
的整改落实工作。“三基建设”切实加强。认真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再深化。在全系统开展
了法治建设规范年行动，创建了2个法治建设示范部门、29个
示范机构、31个示范窗口。取消了养老机构内设诊所的设置
审批，实行备案制。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
记实行“两证合一”。将医师、护士注册作为法治惠民项目，
实行当场办结。我委被省人社厅、省政府法制办授予“山西
省依法行政先进集体”，被市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我市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三医”联动
协同性不足，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还需全面加强;县域综合医改
从体制机制破解改革难题需持续发力;基层人才与高端人
才“双缺”问题仍然突出;群众预防疾病意识相对薄弱，大卫
生、大健康观念和健康促进工作需进一步强化。

洛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篇三

1、工作目标：通过强化健康教育与促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变“治病”为“防病”。加强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打造爱国卫生升级版，全面推进卫生城镇、健康村镇建
设工作，坚决打赢农村“改厕”攻坚战，特别是要做好乡镇
卫生院“旱厕清零”工作，为群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2、具体举措

(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六进”开展健康
教育“六进”(进家庭、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
进医院)活动，积极开展健康促进县区创建工作。加强慢性病
综合防控，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深入开展健康
支持性环境建设、“三减三健”、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和心
理健康等专项行动为主要内容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开
展“五个一”进家庭活动(每户拥有一套健康知识读本，每户
拥有一个家庭保健箱，每户发放一份针对性的健康处方，每
人掌握一项保健技能，每户发放一套健康支持性工具)。举
办“健康大讲堂”，开展健康教育专家走基层活动，普及科
学健康知识和健身方法，引导群众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2)规范疾控机构和接种门诊建设。加强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
严防新发传染病输入。建立疫苗监管系统，实现疫苗使用管
理可追溯。做好艾滋病、严重精神障碍、心脑血管病、癌症、
儿童口腔疾病等筛查干预、早诊早治、随访管理。建立健全
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服务模式，推进全市精神专科联盟建设，



构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与县域医联体帮扶、转诊新机制。推
进结核病分级诊疗和综合防治服务模式试点工作。落实结核
病防治“十三五”规划，提升结核病患者发现、报告、治疗
和管理等工作质量。

(3)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定实施食品安全监测方案，食
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要实现辖区全覆盖，继续在全市所
有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监测。

(4)加强卫生应急规范化建设。实施高密度、模块化卫生应急
培训演练，开展相关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的宣传贯彻，依法
科学、有序高效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突发事件紧急
医学救援工作。

(5)加强爱国卫生运动。建立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和通报制度，
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全面推进卫生城镇创建、健
康村镇建设试点，建立健康城镇建设评估专家团队，加大对
试点工作督导，争取打造1—2个建设样板。加快农村无害化
卫生厕所改造，鼓励因地制宜自主选择建设符合国标的卫生
厕所，尤其是乡镇卫生院要率先建成无害化卫生公厕。

洛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篇四

”建设目标，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
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
享”的工作理念，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全市卫生计生各项
工作取得新成效。 市公立医院实行部分按病种收(付)费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09个按病种收(付)费的病种。五是
分级诊疗就医格局初步形成。自2020年11月起，在各县市区
卫计局和一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成立了双向转诊办公室，
进一步完善了分级诊疗组织体系。举办了高血压和糖尿病规
范管理培训班，市、县、乡三级380名医务人员参加培训，进
一步规范了分级诊疗就诊流程。六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一
步做实。从2020年起，市财政每年下拨专项资金635万元，创



新开展政府购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岗位，每人每月增加200元
补助。家庭医生平台与基本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实现了无缝对
接，签约居民可实时在线查看健康档案，打通了签约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42.2%，重点人群
签约服务率67.5%。七是对辅助性用药、营养性等药品加强重
点监控。经对比筛选，将44种辅助性用药、营养性药品列为
重点监控对象。二级以上医院对使用金额和使用量前20位的
药品、前10位的科室和医师进行公示，并进行专项处方点评，
纠正超常规用药行为。 健康扶贫保健箱”，保健箱中放置签
约服务和健康扶贫政策宣传资料、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
健康处方、1+1+1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联系卡、疾病筛查体
检表等物品。

(三)着力固本强基，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提质扩面。一是
医疗联合体建设扎实有效。截止目前，我市共建立三级医院
医联体8个，县乡医联体70个，院社(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医联体42个，实现了医疗机构全覆盖。二是群众就医感受
明显改善。截止目前，我市8所三级医院借助“近医通”服务
平台，已全部开通预约诊疗服务。从11月10日起，在二级以
上公立医院开设了便民门诊，每次诊疗活动服务费1元，用于
患者提供单纯购药、开具检查申请，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诊。
三是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村级服务阵地明显改善，
按照房屋、设备、人员“三配套”，诊断室、治疗室、药房、
公共卫生室“四室分开”标准，全市3454个行政村达标3110
个，达标率90%，2020年全市创建了26个省级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7个优质服务社区卫生机构，改善了广大居民的就医
环境。2020-2020年市卫校共免试录取了190名“村来村去”
农村免费医学学生。村医待遇明显提高，对符合退养条件的
乡村医生，在全省每人每月100元生活补贴的基础上，我市
对60岁以上村医按工作年限分别给予100元、200元、300元的
生活补助。每年在乡镇卫生院收支结余中提取10%用于提高在
岗村医养老保险费标准。四是中医药健康服务特色明显。评
审通过了11个市级中医重点专科，创建了17个中医药特色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了12个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建设，完成



了1个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沁县)建设任务。城区、
潞城市创建全国中医药基层先进单位分别通过专家组复审和
验收。五是临床合理用药整治深入推进。我市率先在全省成
立精麻药品管理质控部，11月份对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
部分民营医疗机构的临床合理用药、精麻药品管理工作进行
专项检查，全面规范了医疗机构药事制度建设、辅助类药物
管理、处方点评、抗菌药物的使用和精麻药品的管理。

(四)着力融合发展，计生妇幼健康服务融合发展。一是机构
融合带动计生妇幼工作整体上水平。目前市县乡妇幼保健和
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实现深度融合。省政府六项民生实事之一，
为城乡怀孕妇女免费提供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完成率82.7%，
圆满完成任务。2020年，全市创建了1个国家级妇幼健康优质
服务示范县、13个规范化基层妇女儿童保健门诊、2个省级儿
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我市是全省唯一一家产前诊断费用高
危孕妇只需承担200元的市，受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出生
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的充分肯定。二是医养结合工作在全省
推广。全力打造了“企业医院+养老服务”“公立医院+养老
服务”“社区养老+医疗服务”“村卫生室+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四种医养结合路径。7个三级综合医院中有5个开设老
年病科，30个二级综合医院中有12个开设老年病科，建立村
卫生室与日间照料中心融合发展试点24个，237个医疗机构中
有132个开通老年人绿色通道。三是计生特殊家庭关爱力度加
大。积极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关爱活动，对全市计生失独
家庭254户377人、计生伤残家庭132户217人、“四术”并发
症71人开展了送温暖、送健康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
温暖和关爱，全市无一例进京赴省上访现象。四是流动人口
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有效开展。确定城区、郊区、
屯留等六个县区为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重点县，积
极推进流动人口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2020年全市二孩出生占比49.48%，比2020年增加9.29个百分
点，全市符合政策生育率99.23%，达到95%的指标要求，孕产
妇死亡率首次降到10/10万以下(9.92/10万)，婴儿死亡



率4.96‰，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市、潞城市为省级健康试点城市，平顺、黎城、长子、襄垣
四个县为省级健康试点县城，黎城县西黄须村、

xx

县东掌村等9个村为省级健康试点村。完善了市、县、乡、村
四级健康教育网络体系，组建了由141名专家组成的健康科普
团队，全市创建各类健康支持性环境场所43个。

洛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电话篇五

一是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重庆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高度重视卫生监督信息化建设和信
息报告工作，于20xx年制定下发了《重庆市卫生监督信息报
告实施办法》，全面深入推进卫生监督信息化建设，积极开
展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市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局参照卫
生监督中心有关文件，制定全市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计划，
按照计划积极组织开展全市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

二是加强《全国卫生监督调查制度(20xx版)》的培训和督
导。20xx年12月举办了《全国卫生监督调查制度(20xx版)》暨
系统管理员专题培训班，对新版全国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卡中
的更新内容进行了介绍与解读，强调了填报信息的细节要求
和注意事项，确保全市监督员适应新的调查制度要求，保质
保量完成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同时加强对区县卫生监督
信息报告工作的督导，20xx年组织对全市32个区县卫生监督机
构进行了现场督导培训、累计培训800余人次;20xx年组织对
全市29个区县卫生监督机构进行了现场督导培训，累计培
训700余人次;20xx年，截止6月，已组织对全市8个区县卫生
监督机构进行了现场督导培训，累计培训100余人次。

三是加强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情况通报。20xx年8月，市卫



生计生委下发了《关于20xx年上半年全市综合监督工作情况
的`通报》，总结全市20xx年的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卫生监督
专项监督检查行动等综合监督工作。市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
局下发了《关于20xx年上半年全市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情
况的通报》，对各区县卫生监督机构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
进行了专项通报。

四是加强卫生监督信息报告人员管理。目前，我市各级卫生
监督机构均确定了专(兼)职的报告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负
责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市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局指定3名
固定工作人员作为省级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管理员，主要负责
全市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使用培训、权限维护、统计分析、
数据通报、网络培训平台维护等相关工作。

目前，通过国家系统查询，我市有效的被监督单位信息卡共
计49590张，无重卡现象，质控错误数量为0，自动监控信息
错误率为0。

1.经常性监督。

截止20xx年6月，全市上报经常性卫生监督共59011户次，监
督覆盖率63.51%，监督合格率99.16%。全市38个区县监督机
构全部开展了经常性卫生监督，36个区县经常性监督覆盖率
达到或超过30%;通过系统核查，全市各区县监督机构严格按
照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计划开展工作，注重信息录入的实
时性和真实性，填报信息均有档案对应，未发现突击补报情
况。

2、监督监测。

截止20xx年6月，全市上报监督监测产品类样品7102件，监测
合格率94.54%，监督监测非产品(用品)类样品9690项，监测
合格率96.17%。



通过系统核查，全市各区县监督机构严格遵守卫生监督信息
报告真实性原则，填报信息均有档案对应，无虚报谎报情况。

截止20xx年6月，全市共上报查处案件942件，处罚金
额1873250.00元。

截止20xx年6月，全市所有监督机构均按时上报了卫生监督机
构信息卡，其中省级1张，区县级38张;全市实时填报和维护
卫生监督人力基本信息卡共计988张。

经过各区县监督机构长期以来对数据库中重复、错误、失效
数据进行整合、补正和注销，全市上报卫生监督信息的数量
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质量控制退回的错误数据也大
大减少。截止20xx年6月，全市无质控错误数据。

20xx年6月，市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局启动了卫生监督信息应
用研究项目，通过制度化、体系化收集、统计、分析卫生监
督信息，目前已完成了卫生监督信息数据的初步分析利用工
作，相继完成并向全市发布卫生监督信息汇总表汇编230张、
各类统计报告和分析报告5册约17万字。通过信息数据的收集
整理、统计分析、编印发布，有效的反映了全市卫生监督信
息报告工作情况，引起了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
机构的重视，改进了卫生监督机构的工作方式，促进了卫生
监督工作的发展。

一是卫生监督信息工作滞后，难以适应卫生监督事业的发展
需要。长期以来，由于投入不足和重视不够，卫生监督信息
工作底子薄、基础差，部分卫生监督机构存在计算机网络设
备陈旧、配置差等问题，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卫生监督工作的
需要，制约了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发展。

二是卫生监督信息人才匮乏，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因职能调
整等原因，部分区县卫生监督机构信息报告人员变动较大，
信息报告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



三是卫生监督信息报告数据质量有待提升。部分区县未将所
有被监督单位纳入信息报告系统，被监督单位底数不完整;部
分区县存在经常性监督监测数据迟报漏报的现象;部分信息系
统报告数据与日常工作上报数据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数据质
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加强卫生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加大投入，落实各项保障
措施，加强卫生监督机构计算机网络等硬软件设施建设，提
升卫生监督信息化工作整体水平。

二是建立健全卫生监督信息化专业队伍，指定专人负责信息
报告工作，并保证从事信息化工作人员稳定;加大卫生监督调
查制度和报告系统使用培训力度，提高信息报告相关人员专
业素质，适应卫生监督信息报告工作需要。

三是进一步规范卫生信息报告工作，杜绝信息错报、虚报、
谎报、迟报、漏报，确保被监督单位基础数据、日常监督监
测及案件查处等信息的准确、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