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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对口支援个人工作总结(汇总5

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
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支援人员生活保障工作总结报告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一

我校与华东师范大学本着积极务实的精神，以借助华东师范
大学的学科和人才优势，增强我校的综合实力为目标，以学
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与运行机制建设为重
点，努力实现我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全面提升。双方商定每
年签订《华东师范大学与新疆师范大学xx学年对口支援项目
协议》，每学年度制定相应的《华东师范大学对口支援新疆
师范大学的实施方案》，通过对口支援项目的制度化安排，
热门思想汇报形成长效机制，确保此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四年来，华东师范大学以“办实事，求实效”为指导原则，
积极调动全校上下各方资源，群策群力，努力促成优质的教
育资源向我校输出，从而使我校在学科发展、师资建设、人
才培养、管理效率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改进。经过双方的共同
努力与合作，对口支援项目按《协议》和《方案》得到了顺
利实施，成效显著。

（一）研究生教育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已将我校三位教授聘
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并从起陆续开始招生，开展博
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此外，华东师范大学还积极支持我校硕
士研究生培养，免费接受我校部分学科硕士研究生前去修读



课程。

（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截至，华东师范大学已招收我
校26名骨干教师攻读博士学位，22名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另
有6名教师到华东师范大学相关专业进修（免进修费），并参
加科研项目的合作研究工作，这对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师的教
学科研能力和业务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支教方面：华东师范大学自上半年起，根据我校实际
需要，派遣教师到我校讲学，至今已有20人次到我校承担短期
（一学期）教学工作，使我校师生能够通过最直接的方式接
触到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前沿动态及最新科研成果，拓展了我
校师生的理论视野。

（四）干部挂职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已派出一名干部到我校
担任副校长；我校也派出了两名处级干部前往华东师范大学
挂职学习，这为促进我校教育行政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吸收
东部地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提高我校管理工作的质量与
水平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五）图书馆建设方面：共建四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已向我
校赠送六万余册图书和部分期刊光盘，赠送了部分办公设备，
并且每年培训我校一名图书馆管理人员，对我校电子阅览室
建设，提高图书馆馆藏图书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促
进作用。

（六）访问交流方面：对口支援关系建立以来，两校建立了
学校领导互访制度，轮流进行访问，落实对口支援工作。四
年来，两校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对
各项工作的落实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6月，教育部正式实施“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确定华东师范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三所院校对口支援我校8
个学科，心得体会我校分别与三所院校签订了协议。这是教



育部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以后，实施的
又一项有利于新疆高校发展和学科建设水平提高的重大举措，
该计划的有效实施，将更有力地推进我校的学科建设，促进
学校综合办学水平的提高，因此，学校非常重视这一难得的
发展机遇，制定了落实该项计划的相关措施。

1、6月———12月，所进行的主要工作为：

第四、组织、动员我校教师报考三所院校，攻读博士、硕士
学位。我校今年共有14人报考三所院校博士研究生，目前录
取工作正在进行；已有3人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攻读硕士学位。

2、为了进一步落实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的具体工作，利用该计
划促进我校学科建设的发展，在我校完成学校及个学院“十
一五”学科建设规划制订工作后，3月28日—4月9日，我校党
委书记梁超同志带领我校研究生处、人事处及相关学科负责
人共24人，分别前往三所院校进行访问交流，出访得到三所
院校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本次出访采取的方式是：召开
学校层面的座谈会、职能部门、学院和学科层面的会谈和进
一步交流，双方就具体落实援疆学科建设计划进行了认真、
细致的磋商，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支教工作、
学术交流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签订了会谈纪要，具
体工作将从今年6月逐步开展：北京师范大学将于6月派专家
来我校进行讲学；将在7月、8月分别与中国科技大学和华东
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两个全国性学术会议；9月，将派出我校
近10名教师前往三所院校进修访学，个人简历并将就合作开
展科学研究进行协商、落实。

3、在落实援疆学科建设计划中，我校确定了建立合作互惠平
台的原则与支援学校进行协商，得到了对方的真诚支持，支
援学校积极帮助我们想办法、提建议，表现出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的高度热情和政治觉悟。北京师范大学提出，虽然计划
中所列是两个学科，但科研领域的合作和人才培养可以根据
我们的需求而扩大学科领域。中国科技大学则应我校的要求



将支援学科扩大到计算机科学，并在人才培养方面给以特别
的政策和条件。华东师范大学将对口支援与援疆学科两个计
划结合起来，对协议中的内容逐项落实。应该说我们和三所
院校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随着各项计划的落实，必
将对我校的学科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4、在落实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的过程中，除了教育部制定的三
所院校，我校还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与其他高校积极联系，
并得到了热情响应，如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等，虽然没有教育部规定的对我校支援任务，但都
表示了积极态度，与这些院校的合作交流也将逐步展开。

在校党委对落实“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的高度重视下，目前
全校正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开展各项工作，确定了充分利用对
口支援和援疆学科建设计划促进学科发展的原则，相信在未
来两三年内，该项计划将取得显著成效，对我校学科发展将
发挥积极深远的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对口支援我校的四年期间，通过两校的共同努
力、默契配合，对口支援工作进展顺利，对我校的学科建设
和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相关因素的制约，协议
中的部分内容没有完全落实，主要是科研领域的合作工作有
待于进一步深化，学术交流还不够丰富。

（一）对口支援工作要认识到位。对口支援工作要从大局着
眼，从长远部署，从实际入手。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对促
进西部教育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战略和现实的重大意义。
对口支援工作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受援院校必须全力以赴、抓住机会、鼓足干劲，为
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不懈努力，并将这种意识渗透
到学校办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二）对口支援工作要领导到位。学校各级领导必须始终高
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所组建的专门工作小组不能流于形式，



负责此项工作的学校领导要经常检查对口支援工作的进展和
落实情况，确保一个流畅的主通道，综合协调和督促相关部
门的工作。

（三）对口支援工作要措施到位。对口支援工作必须以切实
可行、互惠互利为原则，具体措施必须具备较好的操作性和
实施性，在实施过程中也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既要有利于
支援院校工作的开展，避免使支援工作成为支援学校的负担，
同时也要有利于受援院校在享受优惠条件的前提下实现既定
的发展目标。

（四）在目前已经开展的支援项目基础上，在未来五年内，
我们将以建立双赢互利的合作平台为基础，努力加强科研领
域的合作交流，促进我校科研能力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我校非常重视对口支援工作，认为此项工作是学校进一步发
展的良好机遇，学校成立了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
了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四年来，通过对口支援计划和援疆
学科建设计划的落实，我校的师资队伍在结构和质量上都有
了明显改善，学科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尤其重要的是，通过
与对口支援学校的交流，我校的干部教师在教育观念、教育
思想方面有了显著转变和提高，这将对学校进一步的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

1、对口支援的目的是促进西部地区高校办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的提高，所以，我们希望教育部能考虑单独设立有关西部地
区重大研究项目的专项资金，进行专项经费投入，大力支持
支援双方的科研人员联合申报，共同开展研究。通过双方合
作开展科研工作，以求积极促进受援高校科研水平的显著提
高，从而提升西部地区高校的研究水平。

2、希望教育部能够尽快将华东师范大学对口支援我校项目纳
入国家正式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中，并能考虑在经费上给
予有效的支持，该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双方派出人员的相关费



用及各种科研合作的科研经费，从而能大力减轻双方学校教
育科研经费紧缺的压力，更好地调动支援双方的积极性。这
样可以在两校之间开展长期有效、形式多样的各种培训项目，
定期选派我校骨干教研人员前往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培训；同
时也积极促成华东师范大学更多的优秀教师和科研人员来我
校考察和讲学。

3、希望教育部在政策上能给于保证，将“西部少数民族骨干
人才培养计划”、“援疆学科建设计划”、“高级访问学者
计划”等工作和“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结合起
来，尤其是对“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和“援疆
学科建设计划”的专项博士、硕士招生计划给以充分保证，
最好在给支援学校下达计划的时候给以明确说明，并提出明
确要求，以有利于此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支援人员生活保障工作总结报告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二

今年来，我院接受安国市中医院对口支援，为提升我院卫生
服务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卫生一体化、发展基层
卫生服务，在物力、财力、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的重大决策和举措，
有利于提高基层医院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为
农民就近提供质优、价廉、便捷的医疗服务，有利于缓解农民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利于加速农村卫生人才培养，
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医疗资源合理
流动，促进城乡卫生事业全面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提高基层医院临床和医技科室的服务能力和诊疗水平，
加强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的医疗救治；加强农村
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基层医院管理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重大决策和举措。中医院在对口支援我院期间，归纳起来有
以下重要举措。

1、领导重视，精心组织，明确任务，最终实现了带好一所医



院，服务一方群众，培育一批人才的目标。

2、中医院院长赵志坤同志今年四月份在百忙中亲自来西城乡
党委、政府共商我院发展大计，关心我院的发展。

3、每年签订援助协议，建立了定点支援关系。

4、在对口支援期间，投入了耳鼻喉部分设备。

5、每年选派3名思想作风好、业务水平高、管理能力强、身
体健康、能够指导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医务人员开展工作。
派驻的医师实际工作能力强，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全
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意识。

6、在派出医院和派驻人员的大力支持下，我院临床科室健全
了，诊疗科目增多了，医疗设备充分利用了，进一步缓解了
当地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7、派驻人员通过组织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专题讲座各种临
床带教形式，为我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使
他们成为乡镇卫生院的技术骨干，为我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缓解了我院人才技术短缺的严重问题。

8、人员培训方面，我们的人员长期保持轮流到中医院进修学
习。每年至少接受2名卫生技术人员免费进修各种专业学科；
在举办学术讲座、交流会、专家讲座等活动时也通知我院派
员参加。

9、凡下派我院的人员都是捧着一棵心来，不带一根草去，对
他们单位、个人的利益都受到较大的损失，但他们无怨无悔。

经过上级医师的带教我院科室有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如：耳
鼻喉科、针灸科老师的带领下使我院填补了两项科室空白，
并开展了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好评。



支援人员生活保障工作总结报告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三

为加强基层卫生院建设，改善受援卫生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及
服务能力，根据文件要求，结合调研结果和我院实际，xx年我
院在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为对口
支援乡镇卫生院的各项工作起到了较大的促进，现将对口支
援乡镇卫生院工作总结如果下。

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导向，解决乡镇卫生
院医疗服务中的`实际问题为突破口，以加速乡镇卫生院人才
培训为重点，努力提高卫生院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能力，使
广大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根据宜良县卫生局安排，我院对口支援竹山乡中心卫生院、
草甸乡中心卫生院。

（一）医疗技术援助：我院将所支援的2个卫生院设为“宜良
县红十字会医院协作医院”，选派内科、外科、妇产科、眼
科、b超室、放射科、护理，化验室的医院骨干医生定期或不
定期到受援卫生院帮助指导工作，解决业务中遇到的困难。

（二）对专业技术人才帮带培训：我院为所支援的卫生院内
科，外科，妇产科、医生实行了业务技术的帮带，并且在我
院帮助培训了一名心电图医生。

（三）基本医疗服务指导：我中心采取传、帮、带等方式，
协助所支援的卫生院建立急救响应体系，以解决目前乡镇卫
生院医疗急救水平不高的问题，提高孕产妇救治的及时性；
同时，建立并强化以当地常见病、多发病为主的内科、妇科
门诊。

（四）开展双向转诊制度建设：通过协作逐步实现“小病不
出村，大病进医院”的目标，以协助单位建立转诊关系，需



要修养的病人转回协作单位，协作单位无条件治疗的转我院
治疗。

支援人员生活保障工作总结报告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四

x区卫生局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主要领导多次与x区卫生
局及所属医院领导会面，积极争取技术设备扶持，并借助其
先进管理经验，共同探讨我区卫生事业发展前景，深刻把握
卫生发展动向。

在x卫生局的协调下，x医院、x中医院分别向中医院提供病床、
风扇等设备86件，价值4万余元；向x卫生院提供x光机、心电
图机、麻醉机、半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48件，价值70万元。
中医院正在扩建病房楼；x卫生院基础设施薄弱，缺乏先进的
诊疗设备，这批设备的投入，满足了两所医院的实际需求，
有利于临床业务的发展。

8月份，x区卫生局组织x中医院、x医院等单位的内科、心脑血
管科、糖尿病科、儿科等专家及行政管理人员30人，来我区
参观指导。专家们参观了区医院，对医院建设提出了指导性
意见。通过座诊为我区260名患者进行诊治，并对区医院的40
名医生进行业务指导。指导结束后，区卫生局组织有关单位
与专家组赴克旗草原参加了联谊会，进一步拉近了关系。

在以后工作中，区卫生将进一步拓展与x城区等单位的协作，
探讨建立管理及业务骨干培养基地，加大技术协作，引进高
新技术项目，积极争取资金、设备投入，不断提高我区医疗
技术水平。

支援人员生活保障工作总结报告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五

一、在医疗队伍建设上，通过请省二院专家来院帮扶、到省
二院进修等多种方式提高业务水平，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得
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二、对口支援工作取得实效

一是全面开展医疗工作，包括坐诊、查房、会诊、疑难病例
讨论、手术、讲座等。

二是开展传、帮、带工作，为充分发挥每名专家教授的专业
所长，我院有计划的对全院业务骨干进行轮训，让他们把自
己的临床经验、专业技能面对面的传授给我们，把带教工作
落实到实处。

三是开展教学活动，专家们定期安排培训讲课时间，科学设
置讲课内容，每年开展1—2次全院培训大课，共计参加科
内20余次疑难病例讨论，提高了我院医疗水平的诊断能力。

四是开展临时性医疗支援，专家们不仅对帮扶科室进行全面
帮扶，还开展了临时性医疗支援活动，暖冬行动下乡义诊10
余次，使广大的.农村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省级医疗专家
的优质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是为我院免费培训进修医师13人，进修期均为半年至一年，
13位进修人员反映挺好，学到了专业知识及管理经验。

三是帮扶工作给我院带来的效益情况

经过技术帮扶与合作，省二院切实结合我院和我县情况，为
我院带来了长期发展。

（一）推动医院经济和社会效益情况。20xx年我院就诊人数明



显增加，门诊人数至今为止达614839人（次），住院人
数33720余人次，比上一年同期均有进一步增长。我院经济效
益得到明显提高，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情况。在省二院专家精湛的医疗
技术，高尚的医德医风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专业领域的指导
下，我院先后开多项新技术、新项目。如：4.5小时急性脑梗
死静脉溶栓治疗、心包穿刺术+置管术、腹腔镜下双侧输卵管
成形术、mtt技术在肌骨痛中应用、后激素注射；耳内镜手术、
乳腺穿刺活检、心包穿刺术、骨髓活检、腹腔穿刺置管术等
一系列技术项目，提高了我院技术水平，做为维护一方百姓
健康的有力保障，是我院影响力提升，降低了患者到上级医
院就诊费用，增进了医患关系融洽。

（三）方便群众就医，省二院派驻高年资专家定期来我院坐
诊、查房、会诊、疑难病例讨论等活动。迎来了患者的广泛
赞誉。对在我院不宜诊治的疑难病例及时转诊，为方便患者
就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增加了群众对我院的认可程度。

（四）推动了卫生行业作风建设。各位专家以精湛的医疗技
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泛的赞
誉和社会的认可，多次拒收红包和吃请，对我院卫生建设起
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五）协作医院工作情况，为把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知识留
在临城，我院县有条件不易诊治的，进行了转诊。

下一步工作的想法，我们准备进一步加强医疗协作，尽可能
多地安排我院医务人员到省二院进修学习，对帮扶的科室要
保持长期性，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和广大患者就医需求，以
后适当调整帮扶科室。

省二院医疗队的支援，使我院得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医疗水平明显提高，门诊量大幅度增长，住院率大幅



度增加，在他们的带动下，我院医疗质量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