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提升医疗质量管理 医疗质量提升
年活动实施方案(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篇一

紧密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创先争优活动，以人为本，
以病人为中心，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提
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改进医疗质量，大力弘扬高尚医德，
加强行业作风建设，进一步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和行业作风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推进医改顺利进
行，促进社会和谐。

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篇二

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的领跑者，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为了提
高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践行青年学生的时代使命，
引领社会风尚，充分彰显青春的色彩，释放青春的激情。为
了贯彻党的执政能力，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平衡群体
差异，此次活动，我们走残疾人集体，让我院学生真正了解
基层社会、深入关心当合国家对残疾人的照顾和重视，鼓励
更多青年人跻身于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的队伍中去，推广文
化建设，建设文明，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推广青年的时
代使命，因此我们第一以及第二学生党支部首当其冲，适时
发挥党员先进性!

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篇三

市卫生局成立医疗卫生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局



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局应急办、医政科、卫
生监督处、120指挥中心、市疾控中心主要负责人组成。全面
负责本次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具体保障工作由局应急办总
牵头，局医政科、卫生监督处、120指挥中心、市疾控中心按
照职责分工分别抓好保障措施的落实。

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篇四

1、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发展
环境、事事关系发展环境”的理念，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
领导，分管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具体科室的负责人是具体责
任人。参加本次活动的各医疗卫生单位均要有专人负责活动
的实施，按照县卫生局的统一部署，结合工作实际，落实责
任，精心组织，确保活动扎实推进。

2、强化督查，确保实效。此项工作已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各
单位要切实从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安排活动项目，调整活
动时间，充实活动内容，主要领导要加强对活动工作的检查
督促指导，及时了解掌握活动的进展情况，发现工作不力的，
要及时纠正，确保取得实效。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要加强工作宣传，主动与企
业的沟通，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广泛宣传为企业服务
活动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真诚的服务和精
湛的技术赢得企业的支持与配合，让企业家切实感受到卫生
服务的温馨。

4、认真总结，按时报送信息。市卫生局已将此项工作列入年
度重点考核的内容，要求每月上报相关信息，各相关单位要
认真做好活动信息的上报工作，要将本单位与企业对接情况、
工作开展情况每月25日前报县卫生局医政科汇总后上报市卫
生局。



提升医疗质量管理篇五

加强对医务人员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教育和相关技能培训，
提高医务人员医疗风险、安全责任意识；要加大对相关科室
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管理责任人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管理、
教育力度，强化质量安全意识，提高质量管理理论水平和实
际操作能力。

围绕医疗安全专项整顿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活动。采取现场讲座、网络视频等多种宣传、培训形式，宣
传开展医疗质量管理专项整治活动的意义，宣传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管理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绩，着力营造有利于
促进医疗安全、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的舆论氛围。

（二）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切实解决突出问题

各科室要针对科室医疗质量和安全工作中的重点和薄弱环节，
进行深入的自查，提出整改意见、措施并逐一落实；各职能
部门要对各科室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工作中的重点和薄弱环
节开展全面检查，及时查找和发现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建
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针对部分医务人员服务宗旨淡薄，
医疗安全责任意识不强，执业行为不规范，规章制度特别是
医疗核心制度落实不够，医疗技术准入管理不严，院感控制
不力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对自查、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加大整改力度，不断持续改进，要做到整改
事项落实、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落实、整改时限落实、
整改效果落实。

（三）全面贯彻卫生法规，坚决落实核心制度

组织全院医务人员认真学习和贯彻《执业医师法》、《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护士条例》、《处方管理办法》、《医
院感染管理办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文件精神，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



任意识，建立健全医院规章制度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特别
是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核心制度，包括首诊首问负责制度、
三级医师查房制度、分级护理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会
诊制度、危重患者抢救制度、术前讨论制度、死亡病例讨论
制度、校验查对制度、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与管理制度、交接
班制度等。要采取考试、演练、检查等多种措施保证各项制
度和人员岗位责任落实到位。

（四）建立完善报告制度，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建立完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事件报告制度，增强医疗质量
和医疗安全事件分析、预警和处理能力；要严格执行医院
《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出现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事件后，要及时分析查找原因，采取有效干预
措施，并按照规定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建立医疗质量
和医疗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因领导不力、管理不严
发生严重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事件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处，并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