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医工作计划总汇表(实用5篇)
计划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有条理的行动步
骤。怎样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么制定呢？
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中医工作计划总汇表篇一

为了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创建省级和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
生服务示范区的有关文件精神，我们认真对照《安徽省中医
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建设标准》相关要求，对我们在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应用和推广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自查，
制定整改措施，本着发掘自身优势，努力使优势达到有效发
挥和提高；找出问题所在，不足要进行改进和完善的原则，
现制定工作计划如下：

1、积极建立和健全中医药队伍，完善中医相关科室设置和基
本设备的配备，为进一步全面开展中医药服务和推广适宜技
术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中心现有中医药人员9人，其中副主任中医师2人，主治中
医师3人，引进中医人才（中医学院应届毕业生）1人，主管
中药剂师1人，推拿针灸专业人员有待引进和加强。

2、加大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推广和应用的力度，我们要根
据中心实际技术力量和社区对中医药的需求制定适宜技术项
目和具体推广办法，扩大应用面，提高受益面，在缓解居民
看病难、看病贵和疑难杂症疗效差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中心已具备一定的中医技术力量和病员基础，但是基本上
集中在解决专科疾病和疑难杂症方面，而相关中医康复科室
没有集中设置，未形成浓厚中医康复氛围，更没有深入社区



开展经常性、持续性的中医康复活动，尤其是开展中医药适
宜技术项目不多不规范，相关的健康教育跟不上，此外由于
居民认知度不高，参与的积极性不大，结果没有充分发挥中
医药在防病、养生保健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工作与政府的
要求，居民的希望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工作
要注意和加强改进的重点。

3、我们要积极做好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提高工作，

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实用，需要及时改进和总结，不断
地完善和提高。同时我们要借助社区卫生培训基地有利平台，
以及我们在构建社区卫生服务实践和理论体系方面具有的领
先优势，认真做好对全科医生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使用
方面的培训和指导工作，为使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卫生服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积极的贡献。

1、根据《建设标准》的要求和中心的实际情况，高标准，严
要求，克服困难，努力使中医药人员数量、科室设置、开展
适宜技术项目和疗效评估方面达标。

2、为了使中医药适宜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要根据社区
居民实际健康需求和中心自身中医药特色，制定可行性工作
计划和实施项目如我中心在“痛点注射治疗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三伏天穴位敷贴治疗满性气管炎”等方面具有
明显技术和病员资源优势，在积极筹建“颈椎病、要椎间盘
突出康复中心”等，规范适宜技术，以达到扩大康复受益面
及提高康复效果的目的。

3、加强技术人员中医药适宜技术岗位培训和强化提高，发掘、
整理、提高现已推广和应用的服务项目，学习和掌握其它适
合在我社区开展新的中医药适宜技术。

为了使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取得实践和理论双丰收，需要
重点改变过去操作不规范，即使操作也少文字记录，更没有



进行总结和完善的局面。

4、转变观念，加强领导，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完善服务流程，
落实奖惩措施。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不仅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更
是缓解居民看病难看病贵一项重要措施，因此，我们要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为了调动相关科室和
人员的积极性，制定并落实奖惩措施。

中医工作计划总汇表篇二

通过培训，使中医药人员掌握中医中药相关知识，能够熟练
运用中医药理论与方法，开展中医药预防、养生保健、康复、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健康教育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
推广中医药适宜新技术，推广中医诊疗水平。

2．举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集中培训；

（1）已在卫生机构中从事中医药服务工作人员。

（2）新进入卫生机构工作的中医类别医师。

（3）按照国家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要
求，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

（4）辖区内能东会西的医务人员。培训要保证人员素质不断
提高、医学知识不断更新，也要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

1、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申小荣

2、中医药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如何运用邓丽华

3、泌尿系结石的中医治疗何金桦



4、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

xxx

20xx年x月x日

中医工作计划总汇表篇三

为全面贯彻执行国家《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老年
人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规范》和《0―6儿童中医健康管理技术
规范》，全方位开展我镇0―6岁儿童和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
药健康管理工作，确保20xx年我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
全面丰收，现结合我镇具体情况，制定中医药健康服务工作
计划如下：

为加强对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的领导，医院成立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领导小
组，由医院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为小
组成员，分别负责对全镇上述两项工作的宣传、组织、管理、
检查和指导，确保服务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组建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工作技术指导小组，由中医科科长任组长、公
共卫生科科长任副组长。公共卫生科儿童保健医师和老年保
健医师为工作责任人，医院服务团队成员和乡村医生直接参
与各村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通过完善中医药健康管理
服务制度，明确各个环节在健康管理服务工作中的职责，使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技术规范在我镇得到有效执行，中医
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的乃至整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社
会效益得到最大发挥。

医院将针对0―6岁儿童中医药保健指导、65岁以上老年人中
医体质辨识、穴位等五种调摄方法的运用等实用技术进行再
学习和再培训，做到医院服务团队成员、全体乡村医生和全
体公共卫生服务人员人人参加培训、人人考试过关、人人能
够独立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使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成



为低成本、易实施、疗效好、受欢迎的优势项目和特色项
目。20xx年，我镇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专题培训不少于4次，
每次均按照有通知、有签到、有课件、有影像、有考试、有
小结的要求进行，重在解决问题，决不流于形式。同时，通
过阅读专业书刊、参加上级培训和到村现场指导等方式方法，
努力提升全员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协调老年保健、儿童保健和健康教育等诸多环节，充分利用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现有平台和有效手段，将0―6岁
儿童和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保健知识列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内容。计划通过健康讲座、健康咨询、健康知识入户等多
种形式，让中医保健知识进学校、进商场、进机关、进家庭，
积极营造了解中医、拥护中医、积极参与和自觉接受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的良好氛围。

公共卫生科对全镇基层各卫生室实施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现
场督导每月不少于一次，督查覆盖率100%。督查时主要对工
作进度、工作质量、群众满意度和电子档案录入情况进行抽
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常态化管理，
保证工作的真实性、规范性和时效性。每次现场督导必须有
有效的现场督导笔录，并存入工作档案。公共卫生科对各村
卫生室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每季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结果与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挂勾，作为发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
奖惩和年终评先选优的依据之一。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将对镇村两级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档案
工作进行探索。对相关基础信息进行调查摸底，对工作中形
成的各种表册做好收集、整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归档工
作，建立和完善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软件体系。

按照国家《中医药健康管理规范》和市卫生局的部署，20xx年
我镇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具体任务目标如下：

1、掌握辖区内65以上老年人口现状，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



供1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包括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
保健指导。

（1）中医体质辨识。按照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记录表
所列33项问题采集信息，根据体质判定标准进行体质辨识，
并将辨识结果告知服务对象。到本年末完成中医药辨识3500
人，并将结果录入电子档案系统。

（2）中医药保健指导。根据不同体质从情志调摄、饮食调养、
起居调摄、运动保健、穴位保健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中医药保
健指导，计划完成3500人。

2、在儿童6、12、18、24、30、36月龄时对儿童家长进行6次
儿童中医药健康指导。内容包括：

（1）向家长提供儿童中医饮食调养、起居活动指导；

（2）在儿童6、12月龄给家长传授摩腹和捏脊方法；

（3）在18、24月龄传授按揉迎香穴、足三里穴的方法；

（4）在30、36月龄传授按揉四神聪穴的方法。

3、做好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资料的收集与录入工作，并及时
向当事人书面反馈服务结果，对偏颇体质者进行病因分析、
治疗与保健指导。

中医工作计划总汇表篇四

20xx年中医治未病工作计划及措施为积极落实开展“治未
病”工作任务，根据上级下达的中医预防保健工作任务，充
分发挥中医药他特色优势，不断拓展中医药的服务领域，逐
步探索建设适应我县中医工作，建立人民群众需求的中医特
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20xx年盐源县



中医医院中医治未病工作计划。

把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及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需要
作为出发点，大力发展中医“治未病”优良传统，转变服务
理念，突出中医药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拓宽服务领域，
提高服务能力，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
的独特作用，构建有中医特色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满足人
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以“治未病”理念为核心，运用创新型健康服务模式，建
立“治未病”服务提供体系、服务技术体系和服务支撑体系，
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构建中医特色鲜明的预防保健服务
体系。

1、构建“治未病”工作平台。

按“二甲”中医医院评审标准开设中医预防保健科（“治未
病中心”），整合体检资源，设健康辨识评估诊室、健康咨
询诊室、健康干预诊室，挂靠在院针灸科。在工作上业务工
作与医疗部门有机相连的，规范服务流程和技术方案，建立
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服务提供载体。

2、丰富“治未病”服务内容。

以中医“治未病”理念为核心，借鉴并结合健康管理经验和
方法，开展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健康状态辨识、检测∕监测、
分析∕评估、咨询∕指导、干预等“治未病”服务各环节的、
全程连贯的“治未病”服务，逐步形成集预防保健服务、传
统疗法服务、体检服务、咨询服务、特需服务、文化服务等
于一体的健康管理、健康服务链。服务对象面向全社会所有
人群，包括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疾病人群和康复人群。

3、完善“治未病”支撑条件。成立盐源县中医医院中医预防
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完善组织保障；加强“治未病”科学研



究，大力培养一批“治未病”优秀人才，积极展示和传
播“治未病”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推进“治未病”科技
创新、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完善“治未病”服务支撑条件。

1、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盐源县中医医院中医预防保健工作领导小组。

2、推广适宜技术。

整合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制定各类
人群的中医特色保健方案，开设饮食、运动、药膳、进补等
特色保健服务，并发放慢性病健康教育处方、食疗药膳手册
等健康教育资料，广泛开展养生保健指导，充分发挥“治未
病”优势。

3、加强人才培养。

在实际工作中选拔培养更多的具有中医理论造诣和一定临床
经验的医师，推进“治未病”工作，并根据“治未病”学科
的特点，边实践、边探索，并不断总结、提供经验。培养一
批具有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职业技能的实用型人才。

4、加强宣传推广。

认知和认可度，更好地引导和激发广大群众的需求，营造良
好的中医“治未病”工作氛围。

20xx年03月30日

中医工作计划总汇表篇五

为了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创建省级和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
生服务示范区的'有关文件精神，我们认真对照《安徽省中医



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建设标准》相关要求，对我们在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应用和推广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自查，
制定整改措施，本着发掘自身优势，努力使优势达到有效发
挥和提高；找出问题所在，不足要进行改进和完善的原则，
现制定工作计划如下：

1、积极建立和健全中医药队伍，完善中医相关科室设置和基
本设备的配备，为进一步全面开展中医药服务和推广适宜技
术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中心现有中医药人员9人，其中副主任中医师2人，主治中
医师3人，引进中医人才（中医学院应届毕业生）1人，主管
中药剂师1人，推拿针灸专业人员有待引进和加强。

2、加大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推广和应用的力度，我们要根
据中心实际技术力量和社区对中医药的需求制定适宜技术项
目和具体推广办法，扩大应用面，提高受益面，在缓解居民
看病难、看病贵和疑难杂症疗效差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中心已具备一定的中医技术力量和病员基础，但是基本上
集中在解决专科疾病和疑难杂症方面，而相关中医康复科室
没有集中设置，未形成浓厚中医康复氛围，更没有深入社区
开展经常性、持续性的中医康复活动，尤其是开展中医药适
宜技术项目不多不规范，相关的健康教育跟不上，此外由于
居民认知度不高，参与的积极性不大，结果没有充分发挥中
医药在防病、养生保健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工作与政府的
要求，居民的希望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工作
要注意和加强改进的重点。

3、我们要积极做好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提高工作，

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实用，需要及时改进和总结，不断
地完善和提高。同时我们要借助社区卫生培训基地有利平台，
以及我们在构建社区卫生服务实践和理论体系方面具有的领



先优势，认真做好对全科医生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和使用
方面的培训和指导工作，为使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卫生服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积极的贡献。

1、根据《建设标准》的要求和中心的实际情况，高标准，严
要求，克服困难，努力使中医药人员数量、科室设置、开展
适宜技术项目和疗效评估方面达标。

2、为了使中医药适宜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要根据社区
居民实际健康需求和中心自身中医药特色，制定可行性工作
计划和实施项目如我中心在“痛点注射治疗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三伏天穴位敷贴治疗满性气管炎”等方面具有
明显技术和病员资源优势，在积极筹建“颈椎病、要椎间盘
突出康复中心”等，规范适宜技术，以达到扩大康复受益面
及提高康复效果的目的。

3、加强技术人员中医药适宜技术岗位培训和强化提高，发掘、
整理、提高现已推广和应用的服务项目，学习和掌握其它适
合在我社区开展新的中医药适宜技术。

为了使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取得实践和理论双丰收，需要
重点改变过去操作不规范，即使操作也少文字记录，更没有
进行总结和完善的局面。

4、转变观念，加强领导，制定具体工作计划，完善服务流程，
落实奖惩措施。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不仅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更
是缓解居民看病难看病贵一项重要措施，因此，我们要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为了调动相关科室和
人员的积极性，制定并落实奖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