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村卫生室全年总结(模板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村卫生室全年总结篇一

20xx年我乡卫生院在县卫生局和乡党委、乡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认真贯彻上级工作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奋斗，团结一
致，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认真落实，各项工作发展势头
良好，现将我乡20xx年卫生工作完成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职工的政治思想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卫生院医疗服务各项
工作的整体形象。为此，我院加强职工政治思想素质教育，
创建高尚文明的卫生技术队伍是现今医疗改革的需要，因此
加强职工思想素质教育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制定严格的制度，以制度来管制人，不管领导还是职工都
一视同仁，制度与量化分及工资挂钩，违者严惩不担。

2、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杜绝行业不正之风。

3、加强业务技术学习，半年来我院派出两名职工到上级医疗
部门进修学习，以提高我院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4、加强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提高职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年初和职工鉴定责任书，细化工作内容，把责任落实到人，
提创爱岗敬业精神。



我乡的三级卫生网底非常薄弱，今年在“卫生事业发展年”
的推动下。我乡在转珠和庆云村建成两个基本合格卫生室。

（一）计划免疫工作：

（二）妇幼保健工作：

1、孕产妇系统管理工作：按县级工作安排要求，我院对108
名孕产妇进行建卡管理，加强孕期保健工作，进行高危筛
查23人次。没有发现高危孕产妇。

2、贫困孕产妇救助工作：今年我乡有41位住院分娩的孕产妇，
其中对41位进行了贫困救助，每人得到救助金100~200元。

3、儿童系统管理工作：今年我院对全乡范围内0—7岁儿童进
行了系统管理87人，系统管理率7.57%，同时进行营养评价，
并有针对性的营养干预。

4、孕产妇住院分娩工作：大力宣传住院分娩的好处和贫困孕
产妇救助政策，进村入户动员孕产妇住院分娩，我乡有新出
生儿童108人，其中住院分娩41人（20xx年01月01日至11月30
日止）。住院分娩率37.96%。

（三）疟疾防治：

加强了主动侦察力度，今年我乡内未发现疟疾阳性病倒，共
完成任务血检614张，完成了全年任务556张的110.43%，并能
及时编报血检报表。

（四）结核病控制工作：

借结核病控制项目契机，在全乡范围内做好结核病人的调查
管理工作，做好疑似病人痰检及转诊工作，我院共向县疾控
中心转诊结核凝似病倒7人，其中有1例痰检阳性病例，已得



到免费药物治疗。

（五）慢性病和地方病防治工作：

大力宣传慢性病和地方病的危害及防治措施，刊出4期关于慢
性病和地方病健康教育期刊。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慢性病和
地方病的危害性及应对措施。

（六）传染病防治工作：

1、疫情管理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疫情管理制度等法
律法规相关条款规定。我院已建立了网络疫情直报系统，并
指定专人负责。我院共发现乙类传染病33例，上报33例，没
有出现瞒报漏报现象。

2、急防治工作：

以霍乱、伤寒、sars、afp、麻疹、新生儿破伤风、疟疾等法定
传染病为重点进行监测。实行零病例报告制度。开设呼吸道
传染病门诊，4月16日~10月31日开设肠道传染病门诊。加强
主动侦察力度，共下村巡回144次，没有发现传染病爆发流行。

1、配合县卫生监督所搞好辖区内食品从业人员和饮水从业人
员的健康体检工作，我院对全乡范围内14名从业人员进行健
康体检，对经营摊点进行2次食品卫生检查，没有发现伪劣假
冒及过期食品。

成立了以乡人民政府分管乡长为组长的《庆云乡健康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乡卫生院院长亲任
办公室主任，副院长负责处理办公室日常事务，具体安排健
康教育工作。半年来我卫生院继续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刊
出12期健康教育内容，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发放健康教



育宣传单120张，画报24张。全乡各中、小学校均开展健康教
育课。每所中小学均指定一位老师负责健康教育工作。大大
提高了我乡的健康知识知晓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工作的实施，
要紧紧围绕“关爱儿童”、“母婴安全”、“合理医药”这
三大主题进行。半年来我院进行乡、村两级卫生人员培训6次，
累计参会人员123人次，对全乡12个卫生室进行督导36次，从
而使我乡的农村初保项目开展顺利进行。

在“卫生事业发展年”的推动下，我乡的爱卫工作开展势头
良好，在乡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召开全乡动员大会，成立了
爱卫工作领导小组，并与各村、各单位鉴定目标责任状，组
织人员下村写宣传标语，做到每村至少有2—3条永久性宣传
标语，使人民群众了解到卫生工作的重要性。

村卫生室全年总结篇二

新渥中心卫生院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扎实有效做好卫生局党组提
出的“双增强、双提升”主题教育，以认真落实各项“新医
改任务”为重要内容。通过强化职工服务理念，狠抓医疗服
务质量，创建学习型和服务型医院等举措，各项工作均取得
了一定成效。现将各项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1、开展党员奉献活动。

夏季为预防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的传播。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对院内门诊楼及双溪服务站进行了两次大扫除，彻底清
除各个卫生死角以及天花板上蜘蛛网、各种污渍，同时，也
给病人创造了一个更舒适的就医环境。

2、开展服务群众活动。



一是8月3日，邀请嵊州沈氏眼科医院医疗专家来院开展义诊
活动。一天半时间，共为360多名眼疾患者进行了免费检查并
赠送了价值1000余元的眼科常用药品，此外，还为8名眼疾患
者免费实施了手术。活动受到了广大村民的一致好评。二是
在10月16号“老人节”，组织党员干部及医务骨干人员到新
渥镇敬老院对60余名孤寡老人进行了走访慰问，并开展了免
费体检。并为每位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上门随访。

3、开展演讲比赛和操作技能比武。

1、建立“流动教室”。并规定每月的10号、25号晚上为“流
动教室的开放讲座日，每次听课时间为1.5小时。

2、下发了新渥中心卫生院关于《百分制学分年度考核办法》
的通知，考核办法规定，每一位医务人员在按有关要求完成
继续教育项目的基础上，自20xx年起，必须在当年度内取得
本单位相应的学分，医院为每一位职工建立“学分统计档
案”。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机制，为每位职工建立个人年度学
分卡。

3、开设了“创建学习型医院专刊”，医院将职工的医学专业
论文以及“双增强、双提升”主题教育的学习心得体会、卫
生系统内部先进事迹、好人好事在专刊上进行公布，促进职
工相互学习，互相交流，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精
神，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4、开展村级医疗卫生资源优化整合并纳入中心一体化体化管
理模式探索。

为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方便群众就医，促进农村经济协
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为了进一步落实“新医改”任务的有关
内容，将金山、祠下二所村卫生室进行合并，以原有的部分
医疗设备为基础，投资三万多元，新建成立双溪社区卫生服
务站，并按省二级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要求进行标准化改造，



同时在县卫生局和电信局的大力支持下，将该门诊纳入
了“新农合”门诊报销政策。并纳入中心进行“一体化管
理”，实行人员、机构、业务、财务、药品的“五统一”管
理。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该服务站已于八月初正式投入
使用，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责任到人。年初，组织科室全体人
员对《20xx年度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办法》进行认真解读，
对部分人员和岗位进行了调整，确保该项工作有序开展。出
台了“多劳多得、费随事走”的责任医生考核办法，进一步
明确了做好公共卫生工作的目标和积极性。

2、在全县率先统一“社区责任医生”工作制服

为了进一步体现医务工作人员的温馨情怀和人性化服务。我
院为每一位社区责任医生量身定做了下村随访工作服。彻底
改变了以往穿着“白大褂”进村入户工作的模式，此举，更
体现了医务工作者“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服务模式，得到了
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夏装为淡蓝色的短袖桖，冬装为粉红
色制服，胸前还别着一个黄色“快乐笑脸徽章”，代表祝福
与可爱，寓意“祝你快乐”。

3、社区卫生健康教育工作

在县妇保院的大力支持下，今年我院举办了四期孕服学校，
授课人数达160多人，授课的主要内容有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好
处、产前检查的好处、产后保健、母乳喂养、新生儿各种常
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等。

4、全镇共有5650户，建档4751户，建档率达84%；60岁以上
总人数2471人，低保五保残疾人数484人，实际随访管理2441
人，随访率82%。

5、认真完成其他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一是1-9月份我院共为



符合政策的农村孕产妇分娩补助45人，合计补助金额为14100
元。二是开展农村育龄妇女增补叶酸工作，到目前为止，全
镇已有74名育龄妇女已服用叶酸，总发放量为211瓶。

6、中英合作项目有序开展、扎实推进。先后两次迎接省督查
组的实地检查，并得到充分肯定。

1、在县卫生局的大力支持下，在五月份，退还了80万职工集
资款，至此，自20xx年建造住院大楼遗留下的所有债务全部
成功化解。

2、圆满完成公共卫生楼的基建工程并投入使用。

3、加强医院宣传。在练好内功的同时，注重加强医院宣传的
力度，注重信息沟通，以《今日磐安》、《磐安卫生》为载
体，把医院发生的重大事情、情况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送，
把医院宣传出去。截止目前为止，我院共投稿33篇，发表31
篇。

4、积极开展娱乐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先后开展了
元旦职工体育比赛、三年一次的工会游北京活动、五四青年
节和护士节的登山比赛以及上海世博游。

1、医院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门诊量业务收入明显上升，全
年门诊量4.8万多人次，比去年增长近20xx年业务总收入295
万元，比去年增长19万元。

2、通过开设“流动教室”和职工相互讲课等一系列举措，医
院队伍总体素质得到提高，例如，在20xx年度的卫生系统临
床专业人员招聘当中，入围面试的前十二名同志当中，我院
占了三名，张兴丰副院长在县新农合办公室全额编制考试当
中也取得了并列第一的好成绩。李秋琴同志在全县的社区责
任医生知识竞赛当中获得第一名等。



3、认真做好增收节支和节能减排工作。一是规定上级部门来
客原则上必须在职工食堂就工作餐，严格执行各项财务制度，
把有限资金用好，花在刀刃上，防止浪费。二是，安排总值
班人员每天对各科室的节能降耗工作进行督查，并出台了相
关的惩处措施。20xx年招待费比上年度下降了40%以上。

4、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均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得到上级
部门的肯定。本年度。共迎接了9批次的省市级考核组、检查
组及评估组。

1、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新生力量急需充实和加强。

2、医技科收入所占比重过低，在几年后的工作当中需要加大
工作力度，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更好的为临床服务。

村卫生室全年总结篇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不少群众因病失能、因病
致贫的现象十分严重，疾病是致贫、返贫的重要因素，有的
即使暂时摆脱了贫困，也往往因为患病而再次返贫，高额医
疗费用仍然是导致低收入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使广大因病
致贫群众少生病、能治病、治好病，是实现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人口脱贫的必由之路。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任务，也是永寿县渠子卫生院重点开展、
持续进行的任务。

永寿县渠子卫生院把健康扶贫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主阵
地，结合“创建群众满意卫生院”活动，用心、用情、用力，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健康扶贫，要体现精准之意，要做到精确识别，精确帮扶，
要精准到户、到人、到具体病种。医院专门成立了健康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按照“精准识别、跟踪帮扶、精准脱贫”的.
原则，制定扶贫帮扶计划，组织医疗扶贫工作队进村入户，



对辖区内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进行全面走访调查摸底，摸清
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底数、贫困家庭经济状况、患病情况等，
为因病致贫返贫人员建立动态档案，进行跟踪服务，及时更
新档案，直到脱贫为止，确保健康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医院对保健医生团队进行任务分解，为因病致贫扶贫人员进
行动态管理，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行健康体检、
会诊及上门巡诊服务，及时、准确掌握每一位患病人员的病
情，并进行用药指导、病情跟踪；需要长期治疗和康复的慢
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及时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进行管理服务。

健康扶贫重在防因病致贫、返贫，医院大力加强健康促进和
健康教育，广泛宣传居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技能，发放健
康教育宣传材料，引导重点人群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大力倡
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力争让贫困人员不生病、少生病，
有效预防和减少疾病，真正去病灶、拔穷根。

医院不断加强院务管理，规范医疗行为，大力实施便民惠民
措施，实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出院“一站式”即时结算，
最大程度地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救治一名患者脱贫一个家庭。

“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是我们健康
扶贫追求的终极目标。健康扶贫路上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吹响
“医疗为民、医疗惠民、医疗富民、医疗强民”的扶贫号角，
继续前进，持续发力，让贫困群众告别疾病，恢复健康，迎
来小康。

村卫生室全年总结篇四

转眼间20xx年的慢病工作即将结束，在市疾控中心的大力支
持下，我院20xx年慢病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充分履行慢病
预防控制职能，现将20xx年慢病工作总结如下：



20xx年我院慢病工作在市疾控中心的指导下深入社区，大力
开展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主的慢病防制工作，积极开展健康
宣教与促进，降低人群主要危险因素，有效的控制辖区慢病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为使20xx年慢病工作能高效有序的开展，强化队伍是必然，
我院在20xx年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及培训，提高慢病管理人员
的职业素质，树立全新的医院文明专业形象。

我院定期开展自查工作，严格按照市疾控中心的要求，对各
项慢病工作进行日常自查，及时纠正纰漏，不断提高工作质
量，对考核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积极纠正。截至12月
份，高血压1130人，糖尿病213人，重型精神病29人。针对不
同阶段居民健康状况、热点咨询问题，我们定期举办了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病的预防知识健康讲座，向广大居民传递了
慢性病的防治知识，给任重而道远的慢病预防保健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根基。

举办讲座、咨询、义诊等活动余次，受益居民千余人次发，
发放教育处方余种，共计万余份。进一步加强慢病健康教育
力度，利用“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4．26全国疟疾
日”、“10．8全国高血压日”、“11．4世界糖尿病
日”、“12．1艾滋病日”等宣传日，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
传教育讲座活动，普及防病知识，接收咨询人数余人，发放
宣传资料余份。

在市疾控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院20xx年慢病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从卫生院到社区、村卫生室硬件设施、软件管理都有
了整体性的提高。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内部制度化、规范管理
还有待加强，管理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在20xx年的工
作中，我们会吸取今年的长处，弥补不足，努力开创慢性病
预防控制工作的新局面。



村卫生室全年总结篇五

20xx年，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县卫生工作会
议精神，实行以人为本，以病人第一，质量第一，安全第一
的服务观念，以卫生改革为契机，紧扣让农村居民看得起病、
有地方看病、加强预防少生病主题，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改革零差率销售，新农合政策宣传，着力于人才培养，能力
建设及基础设施改观，借助公共卫生平台，增强服务理念，
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整体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现将
年度工作汇报如下：

职工人心涣散，情绪低落，却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及今后的工
作感到担忧，部分职工思想被动，工作思想消极，对医疗过
程敷衍塞责，对患者不能认真负责，应付了事，甚至推诿病
人，更有甚者与患者发生争执，上下团结一心不够，与患者
沟通不力，干部缺乏担待。针对这些情况党支部党政班子成
员深入职工之中，对思想被动的职工分别进行座谈，与中层
干部进行了沟通交流，反复申明一个道理，改革只会给大家
带来福音，付出才能得到回报，只要卫生院有了一个稳定发
展的内部环境，才会有生机。

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逐步统一到
院工作上来。在此基础上，调整小科结构，体现多劳多得，
分配收入向一线科室倾斜等办法，稳定职工思想，人均分配
水平达一万五以上。

业务不但提高的20xx年，我卫生院克服人手少，设备简陋，
环境恶劣等困难，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先后安排专业技
术人员到县级、本级医院学习培训6人次，招聘应界毕业生两
人。多次组织业务工作者集中培训。

在卫生院经济运行紧张的情况下，拿出部分资金先后对b超室，
中医科，化验室外，理疗科进行了简易修缮。维修半自动血



球分析仪；新增尿液分析仪、电解质分析仪；更换门诊注射
室输液椅；住院部新心增中心呼叫，被服添臵等。受到了广
大群众的好评。

从细微之处着手，采取多项举措，强化责任意识，严格按照
方案执行，对那些思想意识落后的职工，严格按解聘处理。
每月组织各村卫生室例会一次，强化医疗安全。每周院朝会
制度；院长每周六次查房；组织培训处方病历书写；与各科
负责人签定责任状，减少医疗差错。

积极做好参合农民就医补偿工作。对来我院就医的新农合患
者的补偿，采取医院先垫付的方式，尽量缩短补偿流程。对
少数村卫生室补偿不规范行为予以重罚，限期整改，纠正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让参合农友真正得到了实惠。

新农合这一惠民政策实施以来，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但20xx年农合筹资工作参合率达到100%，也面临许多难点，
为克服这一难题，我院组织相关人员和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广
泛宣传，积极配合村干部做好筹资工作。截止12月10日参合
总人数为47008人次，转去年增加了4000人。

至今年4月份以来，先后成立公共卫生科领导小组及公卫专班，
广泛宣传，认真组织发动乡村医生认真培训学习，截止12
月10日城乡共建居民健康档案6548余人次，免费体检，血
糖1516人次，血常规899人次，血红蛋白97人，尿常规65，乙
肝表面抗原36人次，心电图560人次，b超230人次，其中血糖
阳性率21%，心电图阳性率26%，b超阳性率59、75%,其中慢性
病20xx人，—20xx年儿童乙肝接种2568人次，0—4岁麻疹接
种1386人次，一类疫苗接种4334人次。

虽然20xx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周边乡镇及各级党委
要求差距甚远；主要是思想不够解放，小进则满，医务人员
知识结构不合理，临聘人员居多，专业技术人员未取得执业
医、护证书，给医疗质量带来隐患，人才培养将是来年工作



中的重中之重。财力投入大无着落，这还需今后工作中加以
解决。

20xx年的工作将严格参照卫生体制改革方向，紧紧围绕局党
委文件精神开展，主要体现在增强职工积极性、改善环境、
注重人才培养、提高业务量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