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针灸医师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对口
支援活动半年工作总结(优秀6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针灸医师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对口支援活动半年工作
总结篇一

。 (三)精心组织，抓好落实

.教师年终工作总...

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小组在开展基本医疗的同时，把工作重点
放在了预防保健工作上。帮助受援医院完成疫苗接种、查漏
补种，普查结核病、地方病等工作。同时深入学校、农户开
展健康教育宣传，培训乡村医生预防保健知识和技能，进行
孕产妇产前检查、产后访视等，动员孕产妇住院分娩，并开
展妇女病普查和诊疗工作。中卫市妇幼保健院针对受援的乡
卫生院妇幼卫生工作比较薄弱的情况，发挥自身优势，指导
乡级妇幼专干如何开展孕产妇系统管理和儿童系统管理，尤
其加强高危孕产妇的管理，和乡级妇幼专干一同进村入户进
行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和儿童体检，动员孕妇到有条件的医
院住院分娩，宣传“降消”项目、新农合好处及住院分娩实
行免费政策等，使受援的乡、村孕产妇系统管理达到91%，新
法接生率达到99%，住院分娩率达到84%，比20__年提高17%，
婴儿死亡率控制在12.3‰，高危孕产妇管理率达到100%，杜
绝了孕产妇死亡及产褥热。

(四)医务人员得到了锻炼



(一)建立长期的对口支援关系。将项目周期适当延长为3-5年，
使支援医院和受援卫生院在项目周期内形成固定帮扶关系，
以利于支援医院根据受援卫生院的薄弱环节，有计划、有步
骤地从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等方面进行援助，形成对口
支援的长效机制，确保支援工作取得实效，彻底帮助受援卫
生院发展。特别是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医疗队员去支援乡
镇卫生院，确保这项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二)加强对口支援单位的自身建设。对受援的乡镇卫生院要
有计划、有步骤的从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进行援助，要
尽可能选派业务技术骨干支援农村卫生工作，重点做好受援
医院技术人员的学习深造工作，建议卫生部在项目中加大对
受援卫生院的人才培养力度，支持受援卫生院到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进修，建立长期的人才培养机制，变“输血”为“造
血”。真正建立“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推动受援医院的
自主发展。

(三)注重培养农村卫生人才。支援医院要把对口支援单位作
为本院的“子医院”、“分支机构”，在做好诊疗服务的同
时，加强对对口单位的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与指导，努
力提高对口单位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建立一支扎根农村
的医疗队伍。

(四)建立完善责任制考核机制。通过考核受援乡镇卫生院的
管理状况、医务人员的基本技能和工作开展情况等评价支援
医院的工作成效，确保“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
工作取得实效。

针灸医师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对口支援活动半年工作
总结篇二

1、20xx年10月26日，腰站中心小学由完小校长刘春宏带队到
小铺子小学，选派县级骨干教师普学艳、普国艳，校级骨干
教师刘春宏、鲍长翠、普学艳分别上了一节语文、数学示范



课，并进行了学科教学模式运用经验交流，帮助小铺子小学
教师提高对学科教学模式的内化与理解并指导运用方法。

2、20xx年11月17日，腰站中心小学校长刘春宏、校级骨干教
师张秀梅到小铺子小学参与小铺子小学首届教学开放日活动。
两位就创新教学开放日形式，不断改进教研、少先队及工会
小组的工作方法和活动形式进行了交流探讨。

3、4月11日下午，腰站中心小学组织学校5名教学能手在教导
主任、完小校长的带领下，奔赴小铺子小学开展为期半天
的“送教到校”教学交流活动。腰站小学教导主任潘定学老
师，中心完小普学艳老师、顾宏老师以观摩课的形式送来
了“主动教育”先进的教学理念、新颖的教学方式，受到小
铺子小学全体老师的一致好评。尤其潘老师执教的科学课
《摆》，以巧妙的实验设计、精准的课堂导语、娴熟的实验
操作和民主包容的教学风格、良好的科学素养给参加活动的
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名教师还深入班级了解学生学习
情况，走进课堂听课，寻找帮教突破口。观摩课结束后，中
心完小校长、教研组长针对小铺子小学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
状态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调动学生积极性、有效备课、有
效预习、有效探究、有效练习、慎用小组合作六方面提出了
中肯的改进意见，并真诚邀请小铺子小学教师到中心完小观
摩学习。

4、20xx年6月6日完小校长率普发毅、鲍长文、陆萍先、普建
华四名班主任到腰站中心小学参加中心小学参加复习课教研
活动，学习班级管理经验。县级骨干教师鲍长翠、普学艳分
别就高年级数学、语文学科复习方法进行了课堂展示，完小
教研组长交流了完小复习活动的复习、管理等方法，为我校
教师后期的复习明确了目标，指引了方向。

1、加强了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视和管理，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形成了“学校搭台，教师唱戏，职责明确，互利双赢”的良
性互动新机制，使对口支援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科



学性，有力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

2、以活动为突破口两校间、两校教师间建立了更加高效的联
系沟通机制。两校在活动参与，工作协商等方面建立了良好
互动机制。同时，两校教师间的教学互动交流、少先队、班
级管理等工作也在此活动的推动下进一步升华。

3、通过定期组织对口支援活动，召开研讨会、组织校际教研
活动等方式，为两校教师提供了许多学习交流的平台，为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教学研究能力，提升各教师自身
教育教学能力等方面取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4、学生的学习方式有所转变、学习技能有所提高。

1、活动内容的组织与安排有待进一步完善。本年度的对口支
援活动虽然在时间与内容的安排上尽力做到合理，既有学期
初的新课教学示范又有学期末的复习研讨交流，同时在课程、
人员安排上尽量满足受援方的需要，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口支援活动的内容不够丰富，多次活动
都仅仅只进行课堂展示、议课等内容，而其它方面如教学研
讨、学生管理、班级管理、少先队工作，德育特色创建，教
师间的工会交流活动等未能组织安排。

2、学习主动性不强，总是寄希望于支援方帮助解决具体的教
育教学或班级管理的问题，对支援方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没有
灵活运用到具体工作之中，虽然在开学初就提出了主动派教
师到腰站中心小学全天跟班学习，但始终未能有效实施。

针灸医师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对口支援活动半年工作
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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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xx年12月底，开展手术33例，开展新技术、新业
务2项，疑难病例讨论19次，学术讲座18次，教学查房31次，
业务培训214人次，手术示教33人次，重点培训各专科医师23
人。

3、每年签订受援协议，建立了定点支援关系。

4、在对口支援期间，协助我院对麻醉科、神经外科、彩超室
等重点学科的建设；进一步规范了糖尿病、甲亢、甲减、痛
风病、颅内血肿立体定向技术、b超诊断心脏和外周血管疾患、
颈部和四肢血管疾患、筋膜内子宫切除术、阴道镜诊断宫颈
疾患的诊断和治疗；开展了内科中心静脉导管置留术治疗胸
腔积液及气胸、外科急症胆囊腹腔镜手术、妇科剖宫产术中
子宫动脉上、下行支结扎术、儿科小儿哮喘的非口服治疗、
阴式超声在妇产科疾病检查中应用、胃肠超声临床应用及超
声介入等新技术。

5、派驻的医师实际工作能力强，思想作风好、业务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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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缓解了当地群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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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成为医院的技术骨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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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下派到我院的人员都是捧着一棵心来，不带一根草去的
思想，在单位、个人利益面前他们无怨无悔，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甘谷群众服务，受到了广大患
者的好评。总之，天津医院对口支援我院，使我们深深体会
到了对口支援工作给我院带来明显的变化，受援的科室在规



范管理、规范行为、规范操作、规范诊疗方面都有了明显进
步和改善，医护人员的医护技术水平，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门诊量、住院人次同比增长，患者及社会满意度不断上升。

我们决心，一定要紧抓住对口支援难得的机遇，在各级领导
关心支持下，在格外专家的精心指导下，在全院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进一步规范医院管理，提升医院综合实力，促进对
口支援工作，健康持续发展，使我院的各项医疗工作再上一
个新台阶。

针灸医师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对口支援活动半年工作
总结篇四

在院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走向了成熟;在有关
科室的支持、配合下，通过我们的治疗，产妇得到了主动的
康复，创造了价值??所以，在岁末年初，充溢我们心房的是
感恩、感激和无限的动力。

2月份开始，我们主要做产科病房的产后康复工作;8月份开始
做产后42天复查门诊康复治疗。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 思想作风上严格要求，本着“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
一切”的宗旨。培养团队意识，提倡协作精神。

二、强化学习意识，在人才培训上下工夫。通过各种学习，
使护士尽快成熟，成为技术骨干。

1.每周组织业务学习，并做好学习记录。

2.每月进行一次考试。

3.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探讨，提出整改方案，汲取
经验教训。



三、配合医院工作，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把产后康复的理念
渗透到各个阶层。

1.给孕妇学校提供讲课内容，配发宣传册。

2.门诊产前检查，及时指导，提前渗透。

3.住院期间，治疗时告知产后42天门诊复查。以为没有恢复
好的产妇及时治疗，全面康复。

4.积极参与医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准妈妈风采”大型活
动中，适时推出“抽奖送健美”、“健美我自信”活动，提
高了透明度。

5.配合妇保科完成了1000份的产后康复指导资料;完善了产后
康复服务项目调研表。

四、注重沟通、友好交流。工作中，及时了解患者的需求及
心理。做好她们在身体经受痛苦、心理经受煎熬、社会角色
转型期的心理疏导。帮助她们建立自信，适时调节，有效的
避免了产后抑郁的发生，提高了产妇及家庭的生活质量。

五、积极宣传及指导母乳喂养。做好产后催乳及乳腺疏通。
成功的治疗了数十位产后乳腺管阻塞的病例。得到了患者及
家属的赞誉，并送来了感谢信。同时，也有效的分担了临床
护士的工作，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六、注重个人修养的提高及仪容仪表的端庄。上班必须衣帽
整齐、挂牌上岗。操作规范、文明用语。同患者建立平等、
和谐的医患关系。全年未发生一例纠纷及医疗差错。

存在问题：

一、工作中宣教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



二、沟通、交流还需加强。

三、个别护士无菌观念不强。

以后方向：

一、加强人文知识的学习，提高护士的整体素养。组织学习
服务礼仪文化，强化现代护理文化意识。

二、更新专业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护理技术水平及宣教能力。

三、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更新管理理念、管理技巧及服务
中人文精神的培养。做好和大家的感情沟通、交流。

四、做好管理目标考核。

五、加强治疗质量过程控制，确保治疗工作安全、有效。让
病人舒服，让家属满意，让社会认可。

一年来，我们做出了些成绩。但与医院好多科室相比，还有
很大的差距。不管是从管理上，还是从效益上，我们都有好
长的路要走，都有好多的事情要做。人常说：有理想的人不
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未来的
岁月里，依托医院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断的学习，努力的提
高。为医院明天的辉煌献出我们应有的热情和力量!努力工作，
笑对生活。

针灸医师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对口支援活动半年工作
总结篇五

根据广西自治区卫生厅《20__年广西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
工程项目执行方案》(桂卫医〔20__〕31号)的指示精
神，20__年3月26日以来，我院继续与三家二级医院签订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协议书》，



护理部在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提高护理质量的同时，主动、
积极地帮扶二级医院开展护理工作。

一、多形式、多渠道培养基层医院护理专业技术骨干，提高
护理专科技术水平。坚持为基层医院培养高水平护理人才的
理念，重点帮助培养专业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一是走下
去，去年，护理部主任、副主任、大科护士长、骨科护士长5
名副高职称以上的护理管理人员分批深入三家对口支援医院，
开展医院护理管理、临床护理、教学培训、重点学科建设等
技术援助活动，并根据医院的需求，进行专题讲座。二是请
上来，与二级医院共同研究制定进修计划，20__年免费接
收50名护理人员接受专业培训及进修学习。通过现场观摩等
方式，传授护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重点指导二级医
院护理骨干提高专科护理操作、急危重症护理、重症监护、
心血管、产科、骨科、儿科等专业护理新技能。

二、搭建学习交流平台，促进学科发展

8月份护理部举办护理管理及实施优质护理培训班，来自市级
各县、乡镇医院150名护理同仁参加了学习。培训班邀请了区
内护理及感控专家就《新形势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护
理文件书写规范》及《基础护理与优质服务》等进行了专题
讲座;同时还组织学员们到骨科、产科、外二科、消化内科、
呼吸内科5个“优质护理服务”试点病区参观交流。

三、成效

通过学习大家领会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精神实质，
思路更加清晰，同时结合本院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共同切
磋，探讨试点病区“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实践方法。
各对口支援医院为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积极做好宣传发动
工作，先后设立了1个“优质护理服务试点病房”，积极营造
优质护理服务的良好氛围。



护理部

针灸医师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对口支援活动半年工作
总结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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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