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控制工作计划内容(优秀6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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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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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控制工作计划内容篇一

20xx年11月14日是第二届“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
“糖尿病和儿童青少年”。为提高人民群众对糖尿病防治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保护青少年身体健康，普及糖尿病防治知
识，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xx年“联合国糖尿病
日”宣传活动的通知》（卫办疾控发[20xx]186号）的要求，
我中心于11月14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联合国糖尿病
日”防治宣传系列活动。现将我中心的宣传情况小结如下：

积极争取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主动协调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等相关部门，做好20xx年“联合国糖尿病日”宣传
活动宣传活动的组织和筹备工作。

（1）市疾控中心于11月14日在曲阜市疾控中心大门两侧及办
公大楼门口悬挂有关条幅，提前印制了10000份宣传单。做好
了宣传的准备工作。

（2）现场活动

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xx年11月14日上午，在曲阜市鼓楼
大街鼓楼东侧举行了第二届“联合国糖尿病日”大型宣传咨
询活动，由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的内科专家及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和健康教育科的有关人员开展了现场
咨询活动，现场为过往群众免费答疑解难，指导群众要从改



变不健康、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入手，通过运动、饮食、药物
等方法积极防治糖尿病；活动同时免费发放了糖尿病防治宣
传资料，共发放了宣传单3000余份。

（3） 在慢性病门诊，开展了以 “糖尿病与儿童青少年”
为主题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单，进行现场咨询。

（4）学校活动

11月13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教育局联合在曲阜市一
中大礼堂举办了糖尿病、艾滋病、肺结核等有关知识的讲座，
为方便理解认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讲人员专门制作
了有关知识的演示文稿。并现场发放了宣传单。曲阜市一中
的师生及各乡镇中心中学的分管领导参加了讲座，并要求把
糖尿病、艾滋病等有关知识纳入日常的健康教育课程，设立
专门的健康教育宣传栏，并定期更换其主要内容。

本次20xx年“联合国糖尿病日”宣传活动，出动车辆1台次，
悬挂宣传条幅六条、发放宣传单万余张、接受现场咨询200余
人次，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普及效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此次活动受到过往群众的热烈欢迎。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xx年x月x日

疾病控制工作计划内容篇二

1．在院长的领导下，在县疾控中心的指导下，结合本乡镇实
际，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并定期汇报工作。

2．负责本乡镇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地方病防治工作。3．负
责疫情统计、分析和上报工作。做好传染病管理、隔离、消
毒工作。



4、负责本乡镇儿童计划免疫和免疫生物制品以及冷链设备的
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乡村医生做好免疫接种，掌握全乡人
群免疫水平。

5．负责收集、整理、分析全乡地方病（寄生虫病）的发病情
况，进行病源学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流行规律，提出防治
措施。

6．了解和掌握全乡食品卫生管理状况和人群营养状况，做好
监督工作。

7．开展农药中毒的防治和其它农业劳动卫生，对中毒者组织
抢救，并调查中毒原因。

8．负责本乡学校的教学卫生、体育卫生。积极开展对学生的
健康教育。

11、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疾病预防和控制、计划免疫工作；

12、负责乡村计划免疫冷链设备管理，正确使用、保养冷链
设备和接种器材；

17、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各项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提
高健康意识；

18、及时准确收集、整理、上报辖区疾病控制工作信息；

19、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及管理工作；

20、及时报告、处理或协助上报、处理异常接种反应、疫情
及突发卫生事件；

21、完成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业务单位交办的工作任务。

莲峰中心卫生院 2013年3月17日



疾病控制工作计划内容篇三

医院领导高度重视疾控工作，根据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
要求和规划，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各种重点传染病的防治
领导小组和分管业务副院长为组长诊断、救治专家组，制定
了各种重点传染病应急预案，每年定期进行传染病防治知识
培训并进行应急演练。

对不同的疾控工作我院实行了分口落实，由不同的科室负责
本科室职责范围内的疾控工作。

1、医院成立卫生应急办公室，设在医务科，由医务科主任任
应急办秘书长，负责应急办的日常工作。如果医院出现卫生
应急紧急状况，发现者应在第一时间报告卫生应急办公室，
由应急办秘书长上报卫生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卫生应急领导
小组组长根据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卫生应急预案。如果卫生应
急预案启动，各卫生应急小组成员应按职责到岗到位，各司
其职。卫生应急预案的终止由卫生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根据诊
断、救治专家组专家意见作出决定。

2、传染病疫情的管理由我院感染管理科统一负责。各科室一
旦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疫情，第一发现者在报告本科
室负责人的同时，上报感染管理科。感染管理科接到报告后，
立即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确诊。本院能够确诊的，立即进行相
关检查进行确诊；本院不能够确诊的，按照相关传染病防治
规定进行院外送检确诊或按规定转院。同时，感染管理科依
照传染病防治相关规定进行疫情上报。

3、死因报告，肿瘤、脑卒中等重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网络
直报由医务科统一负责。每个科室固定一个信息员负责本科
室各种报告卡的填写，科室出现相应病例后，信息员认真填
写报告卡，并送至医务科。医务科统一对报告卡进行网络直
报。



5、宣传科牵头，医务科、护理部、共青团配合，进行义诊。
医院在各个与健康相关的节日里，组织医生、护士进行义诊，
同时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单，提高人民群众对常见病、多发病
的认识。

我院的疾控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诸如报告卡上报不及时、部分科室义诊积极性不高等。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培训，严格要求，牢固
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努力做到“服务好、质
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使我们的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为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疾病控制工作计划内容篇四

2x12年的计划免疫工作及疾病控制工作，在各级领导的重视
和支持下，经过广大乡村防疫工作人员的努力，按时完成了
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以及各自的本职工作，现对全年的工
作加以总结如下：

在2x12年的工作中，按照上级工作安排部署，积极实施接种
各项制度，接种及时报表，对于2x11年出生的儿童没有在12
月令内完成接种的，给予及时补种，加强辖区流动儿童的管
理，及时登记上卡，保证流动儿童的基免疫苗的全程接种。

按照上级要求实行国家扩大免疫实施方案，通过对村医的多
次培训，利用广播、张贴标语等形式进行大力宣传，提高广
大儿童家长的知晓率，使适龄儿童得到免费接种疫苗。基础
疫苗及加强疫苗接种率达到95%以上，未出现预防接种差错事
故发生。顺利完成糖丸、消除麻疹查漏补种工作，同时对村
级防疫医生进行相关知识培训，使他们掌握更多的计免知识
及传染病防治知识。利用4。25计免宣传日作好宣传工作，更
好地开展工作，作到家喻户晓。预防接种门诊正常运转，但
还存在一些困难，还需要工作中大力宣传，提高接种率。



2x12/2x13年糖丸强化免疫，第一轮应服苗儿童451人，实际
服苗儿童447人，服苗率达到99%以上，第二轮应服507人，实
服504人，服苗率达到99%以上，无接种事故、差错发生。认
真作好ii类疫苗接种工作，无乱收费现象，认真做好儿童信息
录入工作及软件维护工作，对于接种后的信息及时录入。

疾病控制工作历年来是工作重点之一，严格执行传染病的登
记及上报制度，及时网络直报，共上报传染病17例，无甲类
传染病发生。无交叉感染病例，无隐报、漏报、谎报、迟报
现象，对本辖区的传染病监测工作认真执行，发现及时上报，
处理。

对学校手足口病及甲流等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尤
其是晨午检工作，严密监测疫情动态，主动进行搜索校内传
染病疫情，发现问题及时进行了处理。

按照上级要求及时作好学校入学入托接种证查验培训、督导、
补证及补种工作。对于艾滋病及肺结核的防治工作，进行大
力宣传，全员培训，无结核病人截留现象，发现肺结核病人
及疑似病人及时转诊并做好登记，让他们享受免费治疗，对
于确诊化疗病人作好治疗督导工作，及时服药、复查。

作好健康宣传教育工作，每村所有墙报每月刊出相关的内容，
有广播的村同时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健康防病知识。卫生院利
用板报、标语、发放宣传小册子进行健康知识及传染病防治
知识进行宣传，共发放健康教育资料1800份，结合进村入户
送健康活动，进行了对慢病系统管理，辖区总人口数13018人，
电子建档人数12972人，长期在外人数46人。其中65岁以上老
年人1228人，高血压人群1297人，糖尿病人83人，精神病
人45人，规范管理率达到100%。

总之，在2x12年，计划免疫、疾病控制工作基本完成，但是
工作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宣传工作不到位，认真
自查，领导指正，以便更好开展以后的各项工作。



疾病控制工作计划内容篇五

1、熟悉并掌握责任社区各类慢性疾病的患、发病情况、患者
的个人信息、资料以及变动情况，社区内主要慢性疾病的患、
发病趋势。

2、严格遵守慢性疾病相关的管理规定，负责制定并落实慢性
疾病病人的随访、体检、康复治疗指导和健康教育的工作计
划。

3、遵守居民健康档案使用的有关规定，切实按计划做好随访、
体检、长期用药和接诊记录的规范书写并录入电脑。

4、按照上级业务部门的规定，做好社区居民慢性疾病相关的
生活行为因素的监测工作。

5、按照各类慢性疾病系统管理要求，做好资料的分析、统计
工作，及时上报中心（站）信息资料室。

6、加强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认真接受上级业务部门的业
务指导。

汇通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疾病控制工作计划内容篇六

学校人群聚集，流动性大，接触面广，是传染病的易发场所。
青少年由于其免疫功能尚不完善，抵御各种传染病的能力较
弱，是多种传染病的好发年龄，一旦发生，极易传播和流行，
并可扩大到家庭和社会。必须高度戒备地重视传染病的预防
和控制。按照《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现
将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有关要求规定如下：

1、健全学校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学校主要领导负



总责，确保认识到位、职责到位、经费到位、检查到位、奖
惩到位。

2、建立“群防群控、盖边沉底”的工作网络，充分调动广大
师生员工参与学校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积极性。

1、充分利用板报、校报、校园网、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对学
生进行传染病预防知识教育，切实增强学生的卫生防病意识
和社会公共卫生的责任感。

2、教育学生做到“四勤”、“四不”、“一报告”。即：勤
洗手脸、勤通风、勤晒衣被、勤锻炼；不随地吐痰、不喝酒
抽烟、不共用毛巾、不要过度紧张和疲劳；发现传染病可疑
者立即报告。

3、各级各类学校应根据传染病流行季节的特点，每年至少集
中开展两次以预防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为重点的卫生宣传
教育。中小学校还应利用家长会、家长学校、告家长书等形
式，宣传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取得家长的配合与支持。

1、各级各类学校要健全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学生晨检及定
期体检制度；重要场所定期消毒制度；课堂、宿舍、公共场
所卫生清扫制度；个人卫生清洁制度；食品卫生安全制度；
体育活动卫生制度；学生健康管理制度。

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和疫情管理
台帐制度。

1、早发现。中小学、幼儿园要坚持晨检制度并保持经常化。
晨检应在校医的统一组织和指导下，由班主任或班级卫生员
对早晨到校的每个学生进行观察、询问，特别是请病假的学
生应及时查明病因。在传染病流行季节，还可增加午检。对
可疑者应由校医做进一步检查、确认。在传染病流行季节，
学校应以年级、班级或宿舍为单位，采取相应的排查措施，



发现有传染病早期症状者，督促其立即到医院就诊。

2、早隔离。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可疑病例的早期症状者，
应立即采取隔离措施，确保其他学生不与之接触。根据传染
病类型和传染性强弱，必要时对与病人接触的人员进行相应
隔离。

3、早报告。学校的校医或校医院有关科室的医师为传染病疫
情报告责任人。在确认疫情的第一时间内报当地疾病控制中
心和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按照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要
求做好疫情的登记、分析和整理工作。对报告的疑似病例被
确诊或排除，要向上级机关发出更正报告。发生大面积疫情
时必须按省卫生厅、省教育厅的要求实行“零报告”和日报
告制度。对不报、瞒报、漏报者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早治疗。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可疑病例的早期症状者，
应根据不同类型传染病，及时将病人送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或
在家隔离治疗，同时在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对病人
所在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发生大面积疫情时，可对与病人接
触的其他人员进行预防性投药，对所在场所定期消毒。

1、学校卫生条件好坏，直接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教学
用房、宿舍、餐厅要通风良好；食堂建筑、设备及环境要求
应符合《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厕所应
有冲洗和洗手设施；要为学生提供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有与
学校规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完善的校卫生室。

2、保证疫情发生时有足够的消毒、防护用品以及应急工作所
需的经费。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对疫情发生要有足够的思
想准备，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疫情，要有人指挥，
有人值班，有隔离、消毒、防护、救护等具体措施和物质保
证，确保在第一时间内控制疫情的发展。确保学校正常的教



育教学秩序。

1、严格执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规定。各级各类学校要
按规定设立卫生室或卫生科。卫生室应当设专兼职保健医生，
具体负责师生的卫生保健工作。

2、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和教育部《中小学卫生保健机
构工作规程》，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成立区域性的中小学生卫
生保健机构。

1、学校领导要熟悉学校卫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经常了解学
校师生对学校卫生工作管理方面的意见，经常查看学生教室、
食堂、宿舍等人员集中场所的卫生状况，经常检查督促有关
部门和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并将其工作实绩纳入考核与奖惩
中。

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到位、责任不到
位的情况要予以通报，并责令整改。因工作不力造成后果的，
要视情节轻重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的责任，情节特别严重的，
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