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村委卫生室防治艾滋病工作计
划(优质5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
的计划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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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卫生室防治艾滋病工作计划篇一

我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县卫生局、县疾控的统一领导下，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的方针。
按照全面开展、突出重点、综合防治、集中突破的原则，切
实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有效遏
制艾滋病在我乡的流行和蔓延。

一、强化高危人群干预措施，全面推动防治工作开展。

1、进一步充实艾滋病防治队伍，加强艾滋病高危干预队

建设，开展以重点人群干预、咨询等知识为主要内容业务培
训。

2、在商业性服务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配偶

进行面对面宣传教育和防病指导。

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艾滋病防治意识。

1、继续广泛深入开展公众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在各村

发放性病、艾滋病的宣传资料。



2、加强对重点高危人群的健康教育。

3、积极开展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通过黑板

报、宣传手册、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努力使农民
工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75%以上。

三、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工作。

1、开展对来自艾滋病高流行地区的婚嫁女的艾滋病病毒

抗体的筛查工作，通过结合农民健康体检和艾滋病免费自愿
咨询、检测等方法，掌握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开展对外来
务工人员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工作，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等方
法，了解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

2、加大本乡外出打工村民在旅馆、饭店、美容美发、浴

室等单位的从业人群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力度，要求其返乡
时及时检查。

白沙乡卫生院2011年2月

村委卫生室防治艾滋病工作计划篇二

2011年上半年艾滋病防治工作总结

认真贯彻落实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关要求和艾滋病防治工作会
议精神,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
实加强领导。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紧密结合我院工作实际,
进一步明确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切实抓好落实,
加强宣传,并与其他部门配合与协调,共同做好我院辖区的艾
滋病防治工作。



2.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防治知识

了辖区群众防治艾滋病的知晓率,不仅如此,我院还加强了对
村医生的知识培训,利用他们深入偏远的村屯广泛的开展艾滋
病宣传。

3.优化服务环境,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生殖健康服务

检查,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乡义诊,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
生殖保健咨询和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服务,半年来,共免费为
孕产妇进行hiv检测18人次,确保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
二是把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工作作为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的重
要内容。积极做好常规性的调查、预查、筛查和干预工作。
三是结合开展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宣传安全套避孕和预防艾
滋病的双重作用,积极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并免费发放。

二.存在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部分群众防治艾滋病意识淡薄,总认为这件事情是政府和职
能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2.外出务工人员流动大,加大了检测和管理的难度。

3.工作经费不足。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财力、物力,而乡政府工作本身任务重,工作量大,经费紧,为
后续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及主要措施 1.高度重视,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协作

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加强

有关部门的联动与协作,动员全社会,齐抓共管,同心协力,共



同健全和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
防控机制。

2.发挥基层宣传网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

以及组织青年志愿者深入村组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进行艾滋
病防治及其相关知识的宣传。

3.继续加强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

利用学校团组织阵地作用,发挥团组织在青少年中战斗力、号
召力和凝聚力强的优势,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为重点,
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对青少年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
使青少年在防治艾滋病工作起到主导作用。

xxx卫生院 2011年7月5日

村委卫生室防治艾滋病工作计划篇三

工 作 计 划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保障辖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为了完成工作目标考核工作，特制定衙前镇中心
卫生院2012年艾滋病防治工作计划。

一、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工作

（一）我院应根据本地实际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

（二）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与协调在辖区内广播、定期播防治
艾滋病、性病知识的公益广告。

（三）设立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的宣传栏、墙报、黑板报、
墙体标语等，定期更新宣传内容。每年至少开展1次艾滋病防



治健康教育活动。

（四）和政府有关部门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积
极利用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在农贸集市、节
假日活动场所等群众集中的地点，开展形式多样的艾滋病防
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农业、科技和劳动保障部
门要在农业科技培训、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培训中，安排艾滋
病防治健康教育内容。

二、进一步加强艾滋病疫情监测和高危人群筛查工作

（一）继续加强艾滋病监测哨点工作，不断扩大监测人群，
增加监测人数，提高监测质量。手术患者100%进行hiv检测,
住院病人自愿咨询检测覆盖率达80%以上。并采取有效措施不
断增加自愿咨询检测人数，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实施规范
告知和保密制度。

（二）开展对来自艾滋病高流行地区的婚嫁女的艾滋病病毒
抗体筛查工作。对来自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嫁到我镇的妇女，
要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并通过结合农民健康体检和艾滋病
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等方法开展工作，以掌握这部分人群艾滋
病感染状况。上述对象的艾滋病抗体检测率要求达到80%以上。

（三）开展结核病病人htv/aids监测工作。对所有新发确诊的
结核病病人及尚处于抗结核治疗期间，但未经hiv抗体检测的
结核病病人开展htv/aids监测，以了解我镇结核病病人
中htv/aids的感染状况，为科学制定结核病、艾滋病预防控制
策略提供依据。

三、加强对重点人群实施干预措施的力度

有关部门共同合作，在宾馆、旅店、歌舞厅、公共浴室、美
容美发等公共娱乐休闲场所规范放置安全套和宣传资料。



四、认真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

（一）积极推行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救助关怀和反歧视活
动。

（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积极开展对城市经济困难和农村
艾滋病病人实施免费抗病毒治疗工作，完善以就地治疗、家
庭治疗、社区治疗为主的抗病毒治疗机制，坚持规范治疗，
不断扩大治疗范围。

(三)、配合区cdc开展中央补助项目和中英补助项目工作。

衙前镇中心卫生院

二0一二年二月七日

村委卫生室防治艾滋病工作计划篇四

2014年介廷乡卫生院艾滋病防治工作计划 为维护我乡广大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及健全人民政府组织
领导、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
制，加强宣传教育、行为干预、监测和监测队伍建设、推进
自愿咨询检测，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结合我乡实
际情况制定了本年度艾滋病防治工作计划：

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群众的艾滋病防治意
识

1、继续广泛深入开展公众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坚持日常宣
传和重点宣传结合，组织搞好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开展
形式多样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

2、加强对重点高危人群的健康教育，开展对艾滋病感染者及
其伴侣、家属的健康教育工作。



3、积极开展群众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通过黑板报、宣
传手册、宣传画报、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努力使
群众提高自我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二、充实艾滋病防治队伍，强化高危人群干预措施

1、进一步充实艾滋病防治队伍，明确分工，明确村医在艾滋
病防治工作中的职责。今年对全院职工及村医开展1次艾滋病
防治工作技能培训活动，对村医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进行4次
督导。

2、开展以重点人群干预、咨询等知识为主要内容业务培训，
充实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工作能力。

3、在商业性服务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等
进行“面对面”宣传教育和防病指导，通过建立日常联系机
制、提供免费咨询、艾滋病病毒抗体自愿检测服务，开展高
危行为干预工作，改变其危险行为方式，推广使用安全套。

三、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和实验室检测工作

继续开展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工作，通过结合群众健
康体检和自愿咨询检测等方法掌握我乡艾滋病疫情发展情况。

四、发挥基层宣传网的作用，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

1、将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整体防治工作计划，
指导社会力量如何参与防治工作，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社会
团体以及有关基层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利用其
易于深入接触特殊社会群体、工作方式灵活、效率高等优势。

2、利用学校为阵地作用，发挥青少年号召力和凝聚力的优势，
以加强青少年思想品德建设为重点，广泛进行宣传教育，使
青少年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起到主导作用。



介廷乡卫生院2014年2月12日

村委卫生室防治艾滋病工作计划篇五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好20xx-20xx年防治艾
滋病攻坚工程的组织实施，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
制定本实施方案。

20xx-20xx年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分五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xx年10月前，在全面总结20xx-20xx年防治艾滋
病攻坚工程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20xx-20xx年防治艾滋病
攻坚工程方案。

第二阶段：20xx年11月-2017年12月，全面实施攻坚工程。

第三阶段：20xx年1-2月，进行中期评估。

第四阶段：20xx年1月-20xx年12月，深入实施攻坚工程。

第五阶段：20xx年1-2月，进行终期考核验收。

20xx-20xx年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包括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
控制性与_传播艾滋病、基层艾滋病防控体系建设、艾滋病综
合干预、艾滋病防治能力提升、监管场所防治艾滋病、艾滋
病社会救助、防治艾滋病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等8个专项工程。

（一）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

1.工作内容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充分发挥
各类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大刊播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和公益
广告的力度，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坚持重点时节宣



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增加艾滋病危害的警示性教育内容，
不断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落实初中及以上
学生学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规定。加强对农村、边远贫困地
区、疫情严重地区和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人群、流
动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到20xx年，城镇和
农村居民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均达85%以上，监管场所的
被监管人员达95%以上，青年学生、高危人群和流动人口均
达90%以上。

2.责任分工

党委宣传部门会同卫生计生部门牵头组织制定和实施《防治
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实施方案》。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开展
工作。

党校（行政学院）负责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培训内容。

教育部门负责组织全区初中、高中和大中专院校开展艾滋病
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公安、司法部门负责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监管场所相关教
育内容。

民政部门负责对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
训，加强对机构内老年人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
育，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住房城乡_门负责建筑工地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督促建
筑企业在建筑工地设置艾滋病防治宣传墙报，将艾滋病防治
知识纳入专业技能、安全生产培训的内容。按照有关规定和
程序，加大对城乡设置艾滋病防治广告牌或公益广告的支持
和保障力度。



农业部门负责农村地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教育工
作。

文化、工商和旅游发展部门负责从事住宿、娱乐、休闲保健、
美容美发等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工作。

卫生计生部门负责医护人员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将艾滋
病宣传教育纳入医院评审指标，为有关部门提供艾滋病防治
信息和技术支撑。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负责制定播放艾滋病防治知识和公益广告
的指令性指标，督促各类新闻媒体加大刊播艾滋病防治知识
的宣传力度。

交通运输、铁路、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民航等部门负责
在车站、码头、机场以及公共汽车停靠站（点）等设置艾滋
病防治广告牌或者公益广告。

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按照职责分工开
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二）控制性与_传播艾滋病工程

1.工作内容

依法严厉打击卖淫、聚众_、吸_毒以及故意传播艾滋病、利
用感染者身份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公安、卫生计生部门加
强信息互通，对抓获的卖淫、吸_毒人员进行艾滋病检测，检
测率达100%，并强化后续追踪动态管理。所有检测阳性人员
均纳入_门重点人口，重点管控。巩固药物维持治疗成效，完
善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药物维持治疗之间
的衔接机制。在每个设区市至少设立1所行政或刑事特殊监区，
收容或收押治疗感染艾滋病的涉案人员。“无毒县”“无毒
社区”数量逐年增加。吸毒人群综合干预覆盖率达90%以上。



2.责任分工

_门、卫生计生部门牵头组织制定和实施《控制性与_传播艾
滋病工程实施方案》。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开展工作。

文化、工商和旅游发展部门负责落实星级宾馆、旅馆、旅社、
招待所、家庭式出租屋、发廊、歌舞厅等公共场所摆放安全
套工作，加强对旅馆业、公共娱乐服务场所禁止卖淫和_吸毒
活动的日常监督。

卫生计生部门负责旅馆业、公共娱乐服务场所从业人员定期
体检及其健康证发放，协助_门对被抓获的卖淫和_吸毒人员
进行艾滋病检测和治疗，会同公安、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共
同做好吸毒成瘾者药物维持治疗和其他针对吸毒人群的干预
工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严厉打击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违法行
为，加强对安全套质量的监管，会同卫生计生、公安等部门
共同做好吸毒成瘾者药物维持治疗和其他针对吸毒人群的干
预工作。

（三）基层艾滋病防控体系建设工程

1.工作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