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医疗销售心得体会的(优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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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计划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标准工作计划篇一

按照公司重点建设项目的要求，我项目部加强了重点项目建
设的领导，成立了以项目部经理为组长的建设领导小组，要
求确保按标准化建设要求完成建设任务。指挥部于20xx年11
月组织了项目部标准化建设情况检查，本项目得到了较高评
价。

我项目部按标准化建设的要求，项目部在财务中进行专项资
金管理，实行专款专用，规定此项费用的使用必须由项目负
责人签字，经主管领导审批后使用，保证全额用于标准化建
设。

对照标准化建设指标，结合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总体培养目
标，深入现场，制定了适合本项目部的建设方案，重点有以
下几个方面。

1、明确目标，明确了本项目部在标准化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
对专业能力培养起重要作用。根据标准化建设目标与专业培
养目标，联系关键岗位，制订了具体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态度目标。

2、按标准化建设的特点重新制定了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优化
人员配备，满足职业岗位要求。架子队按1152配置人员对架
子队的施工管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项目部管理制度标准化建立了：“四层次”文件体系：目
前已经完成分专业分工序和工种，编制作业指导书和作业卡
片。

4、根据铁道部文件有关规定组建四个部室（工程管理部、安
全质量环保部、物资设备部、计划财务部、综合管理部），
试验室委托外部来做，并经甲方和监理单位同意，下设三个
施工作业队，分别是：维护桩施工作业队、u型结构施工作业
一队、冠梁施工作业二队。综合管理部已对项目部全体职工
和进场作业队人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

5、项目部现场管理标准化建设：根据《标准化项目部》《标
准化工地》《标准化项目部》的要求，建立了会议室、资料
室、办公室并统一规范，宿舍、食堂、厕所、浴室已按标准
建成；施工现场的“五牌一图”和禁止、警示、指令、提示、
明示各类提示牌、旗帜标语也按照标准化工地制作完成。

6、项目部过程控制标准化进展：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和开工报
告的申报批准手续已齐全。施工阶段：质量和安全得到了有
效的控制，进度受拆迁影响正在积极推进。

今后的工作还需再接再厉。严格按照标准化建设的要求，边
学习边整改，确定相关整改重点，合理推进，逐步实施。充
分利用现有的条件，让标准化建设在施工中发挥作用；特别
是充分利用新技能，去提升施工水平，加强标准建设，进一
步规范施工行为。

我们将肩负责任，满怀激情，以标准化中期视导验收为起点，
一如既往的踏实工作，在公司领导下全面而圆满的完成后期
的整个标准化建设工作。

第五项目部

20xx年11月17日



标准工作计划篇二

1、按照gb/t17775-xx《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和评定》
要求，重点解决了4a级景区创建中的遗留问题，加强了对景
区内硬件环境实施和组织管理制度的建设。其中包括景区游
览道路硬化、开辟区间车项目等。

2、制定了公司标准化工作计划，编制发布了公司开展标准化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标准化工作手册》。

3、对gb/t17775-xx中涉及到的标准进行了梳理和文本收集，
对公司项管理制度进行了整理和归类，为服务标准体体系的
顺利搭建做准备。

4、结合gb/t2《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系列标准在发布
和实施，对公司人员进行标准化理论知识培训。

5、按照gb/t2系列标准要求，搭建了公司标准化体系框架，
共计88项标准。其中已收集10项，待收集项;已制定3待制
定11项，待修改项。

6、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和指导下，完成了《魔鬼城风景
名胜区景点解说规范》编制，为景区景点解说的规范和服务
水准提高奠定了基础。

二、存在问题

1、鉴于公司是以gb/t17775-xx作为服务标准化工作的起点，
其涉及到的标准多为硬件设施和环境要求，公司要建立较完
善的服务标准体系还需补充完善相当数量的管理标准做支撑，
其工作量还很繁重。

2、目前，公司开展的一些业务还不稳定，管理方式也不明确，
如：场地租借拍摄活动、徒步活动等，还未寻求到恰当的管



理方法，只能采用在标准体系中预留位置的方式处理。

3、由于以前对标准化管理理念接触不多，没有进行过系统化
的培训，在建立标准体系时对整体工作的掌控有力不从心的
感觉。

4、我公司的经营项目季节性特征明显，标准体系文件的制定
工作按计划主要在景区工作结束后集中进行(11月-4月)，在
下一旅月)开始前，有部分标准化文件的实施和验证工作会受
一定影响。

1、结合总公司同时进行的qhse认证，对公司标准化体系进行
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2、进一步加强标准化人员培训，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3、加快标准化文件制、修订进度，以保证按计划在3月30日
前全面完善标准体系。

标准工作计划篇三

全县共计14个乡镇，编制242个行政村，实建村级卫生室245所
（增加高塘镇黄家村、东阳乡花台子村、华州镇吴家居委会、
金堆镇寺坪居委会，撤并金惠乡韩凹村），其中改扩建185所，
新建60所。达标245所，验收结果按应建245所计算，达标率
为100%。

1、政府主导，领导重视，全面启动。

我县于5月13日召开了《全县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工作动员
会》，并下发了《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村卫生室规
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县
直部门包抓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通知》等五个村卫生
室建设相关配套文件，并成立了华县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县长任组长，卫生局长任办公
室主任。会上，县政府和各乡镇镇长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会
后，各乡镇政府、卫生院立即组织召开动员会，安排部署，
迅速开展各项工作，并于7月中旬，邀请市局有关领导召开了
我县村卫生室建设工作现场观摩会，掀起了我县村卫生室建
设工作的高潮。建设过程中，我县村卫生室建设领导小组组
长县长杨森明同志多次深入一线检查指导工作；副县长兼村
卫生室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杨翠红同志、县卫生局局长兼县
村卫生室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满荣同志亲自带领村卫
生室建设办公室的一班人更是走遍了全县塬区、平川、山区
的村村寨寨，现场办公指导解决了建设中的许多诸如土地、
用房、道路、人员调配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我县村卫生室
建设的核心动力。

2、严格标准，以点带面，整体推进。

在建设工作初期，各乡镇人民政府、卫生院安排专人对各村
卫生室进行全面摸排，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现场办公，严格
按照标准进行建设，村人口在千人以下的卫生室达到四室分
离，千人以上的村卫生室达到五室分离。在建设过程中采取
以点带面的方式，各乡镇在动员会后，选定并组织辖区40%的
村卫生室立即按标准开工建设，带动周边起到了带头及样板
作用，发挥了积极主动性，同时也奠定了建设进度的'基础。

3、形式多样，方法灵活，卫生服务全覆盖。

我县有50%的乡镇涉及到山区、塬区，交通不便，地理位置偏
僻，在利用闲置集体房屋改造的基础上，对能集体建的集体
建；能个人建的个人建；能联合建的联合建；对山区因人口
搬迁的村卫生室随村民搬迁地建设；对我县地处秦岭以南的
东阳乡花台村、高塘镇黄村亦进行了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
其管理属华县，其公共卫生及医疗业务指导委托洛南县地方
卫生机构代管，使全县医疗卫生服务覆盖率达到100%；对部
分塬区因村小人少不能建设的，我们采用合并联建的方式。



通过这些办法，彻底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消除了山区、
塬区群众享受医疗健康服务的盲区。

4、合理安排，周密部署，科学管理，使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
工作稳步推进。

我县村卫生室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卫生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
亲自主持、指导村卫生室的建设工作。先后设计制定了“工
作进度统计动态表”、“督导检查表”、“村卫生室建设周
报表”、“制式乡医电子档案”、“华县三级医疗保健网电
子管理档案”等十余种表格，制作宣传展板十余幅，电视、
县卫生网公示进度15期，下发进度通报6期，召开现场会三次，
组织专题会议6次，共计下乡行程约20xx公里，下发各种文件
累计400多份。通过这些扎实细致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县
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工作。

5、着眼长远，注重内涵，提高服务能力，深得民心。

我县卫生局村卫生室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一是对全县未建、
在建、建成的卫生室边督导、边检查、边初验，在全面推进
的基础上，注重内涵建设、软件建设。县卫生局对全县村卫
生室的门头、制度、科室牌、门帘、药品目录、卫防妇幼资
料、合疗监督公示、处方、门诊日志等进行了统一标准、统
一制作、统一发放，达到了诊断、治疗、用药、收费等就诊
流程的规范化。二是采用多种方式，充实村卫生室业务技术
人员，县卫生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乡医进行了阶段性的培
训。对无资质的乡医组织其学习、考试。对无技术人员的卫
生室采取聘请、卫生院托管等方式，并建立长效考核机制。
坚决杜绝将村卫生室建设变成私人住宅装修，确保卫生室在
达到标准化建设后能给村民提供长远、有力的健康保障。

下一步，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搞好村卫
生室规范化建设的内涵建设；严格按照省村卫生室验收标准
搞好审评验收的准备工作，对验收合格的村卫生室，及时兑付



“以奖代补”资金，并签订服务合同书；强化村卫生室的规
范化管理，使这次村卫生室的规范化建设工作能够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改善群众的就医条件，保障群众身体健
康，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工程落到实处，深得民心。

标准工作计划篇四

为了实施好标准化生产，县农业局和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成
立了“开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领导小组”，明确了职责。在
抓好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的同时，为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农
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式服务。加强宣传，使标准化
生产被广大农民了解和掌握，通过广播、标语、讲座等形式，
向农民宣传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的目的意义和好处;通过宣传名
牌农产品，扩大了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别是“渝开”锦
橙获得“绿色食品”标志后，着力营造“全国锦橙第一县”
的宣传氛围，在生产基地建立5个标志牌和2个巨型公益广告
牌。并在央视农业频道开展了为“渝开”锦橙促销的广告。
为渝开锦橙走出国门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

我县把完善保障体系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制
高点。由县农业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上级政策健全了质量标
准体系、建立了技术推广和信息服务体系、完善了检验检测
体系。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已经建立，重点对4个无公
害蔬菜基地和城区2个主要农贸市进行定期抽样，全年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工作4批次，发布《开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信息》4期，并着力推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农产品市
场秩序的整顿，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

(二)制定标准、严格管理。

1、制定一套标准。县农业局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密切配合，建
立安全卫生标准，从蔬菜、锦橙、魔芋、粮食、水产、茶叶
等几大类农产品入手，先后制定了安全卫生标准，肥料、农
药安全使用标准，病虫防治、卫生防疫标准，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技术标准，重点发展开县特色农产品、名牌农产品质量
标准。已制定锦橙和魔芋生产、加工、贮藏、包装地方标准，
无公害蔬菜生产地方标准。为了让农民知道这些标准，掌握
这些标准，在生产中自觉使用这些标准，我县对综合示范区
农民进行了培训，受训农民达3、1万人次，印发各项地方标
准和技术资料21000份，为农民掌握应用标准化生产知识提供
了方便。

2、强化管理。一是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管理，杜绝在无公害食
品、绿色食品基地内使用国家禁用的农业生产资料，推荐并
指导农民正确使用符合要求的肥料、农药;今年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对全县农资市场经营单位进行大规模地执法检查，
全年共整顿农资市场20个(次)，查处不合格复混肥65000公斤，
假冒、过期、禁令农药345件，11500瓶(袋)，没收违法所得
及罚款8、8万元，为农民挽回损失600万元，从而保障了农业
生产安全。二是加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的管理，把
选择好、控制好、建设好农产品示范基地作为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大事来抓，对九龙山2万亩优质稻，长沙、赵家、镇
东3000亩优质锦橙基地，临江、汉丰、大进、岩水4000亩无
公害蔬菜基地，大进等乡镇10000亩魔芋生产基地按照标准化
生产要求进行管理。在已获得绿色食品标准使用权的渝开锦
橙生产示范基地建设10个警示牌，警示农户按标准化生产无
公害农产品。

(三)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县里打紧开支，挤出资金支持企业建立一体化原料生产基地。
钱江肉联厂、开利魔芋有限公司等国家级和市级龙头企业在
这里建成标准化养殖、种植示范基地15个。鼓励企业建立定
单生产，通过与农民签订合同的方式，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原
料基地。督促企业在生产、收购、加工环节上完善农业标准
化体系，在高、精、优上下功夫，靠产品质量和特点开发特
色农产品，引导农民走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管理的路子。为
加强对基地的管理和指导，规范农民的生产行为，我县先后



组建了4个蔬菜产销协会、生猪产销协会和360个专业合作社，
2个柑桔运销协会和2个魔芋协会。鼓励龙头企业建设发
展“车间式基地”，推行基地车间化、农民工人化、原料生
产工厂化的经营模式。把好农产品“出入关”。对农产品加
工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实行“两头”检测和“两次”检
测。借助这些“龙头”，带动了农产品上档升级。

(四)抓好基地建设积极培植品牌。

一是大力发展标准化示范基地。在汉丰镇三中村、大进镇明
峰村、临江镇复扬村和河堰倪家村建成四大蔬菜生产示范基
地;在长沙、镇东两镇建成两大锦橙生产基地;在大进、满月
两个镇乡建成魔芋生产基地。按照制定一套标准，建好一个
基地，开发一个产业，致富一方农民的总体思路，促进了农
产品数量和质量、规模和效益的协调发展。今年，在长沙镇
心隆、古迹、筛寨等村锦橙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召开了6次标准
化生产技术培训会，共培训800人次，重点就生产锦橙绿色食
品有关的配方施肥、病虫综防、树盘覆盖、合理修枝、适时
采收等关键技术进行了培训。

二是培植一批品牌。目前，我县渝开锦橙、顶用银杏茶、龙
珠花、搏击龙须牛肉、搏击小块分割内、渝开桠柑、渝开脐
橙和九龙山大米、帅笑食用油获市级名牌农产品称号，渝开
锦橙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临江、汉丰、关坪、岩水4个
蔬菜生产基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称号。今年又有3个农产品加
工企业正在申报市级名牌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