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卫生应急工作总结亮点(大全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卫生应急工作总结亮点篇一

（一）印发文件安排工作

按照上级卫生应急工作精神，结合我县自身实际情况，卫生
局年初印发了《xx年**县卫生应急工作要点》，对我县全年卫
生应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时要求各单位适时调整了卫生
应急领导组织及各单位职责分工，制定专人负责卫生应急工
作，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为做好卫生应急示范县创建工作，积极向县政府汇报卫生应
急工作，争取政府的更多支持，为我县卫生应急工作的更好
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

（二）预案动态管理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适时对卫生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增强了预案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明确界定了各部门、各单
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的职能和作用。为我
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处置提供了有力的体系保障。

（三）加强物资储备

为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局要求卫生
系统各单位参照《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装备目录》，结合我县
卫生应急工作实际需要做好必要的装备配置和一定数量的物



资储备。

（四）加强督导检查

为了解各项工作开展情况，督促工作落实，卫生局今年一改
往年半年、年终工作考核制，实行季度考核制度。卫生应急
工作纳入公共卫生服务考核内容，占公共卫生服务考核总分
值100分中的5分，重点考核应急领导组织、责任科室、负责
人、必要物资储备、培训演练等。xx年已进行了两次考核，上
述各项工作各单位已基本落实，应急演练多数单位拟安排在
下半年进行。

（五）加强知识宣传

根据**县卫生局应急办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在"5.18"来
临之际，认真组织县直各医疗卫生单位和两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共10家单位参加的大型集中宣传活动，并现场组织了一
场模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演练，收到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同时32家卫生院各自在当地政府驻地、集贸市场等统
一时间组织了宣传活动。

由于预防在先、准备充分，**县xx年上半年未发生公共卫生
事件及大的传染病暴发流行。

近年来我县手足口病防控形式严峻，对我县卫生应急工作来
说是一次较大的考验，为了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在每
年的流行季节我县应急队伍以"战时状态"全力应对，深入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关口前移，重
心下沉"，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实战考验，取得了较好的防
控效果，今年我县手足口病发病率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
降。

下一步我院将继续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契机，争取成立独立的卫



生应急机构，积极争取政府和上级卫生部门的更多支持，设
立卫生应急专项资金，用于卫生应急队伍的培训、演练、卫
生应急物资的储备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进
一步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立统一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监测和报告制度。按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修改完善各类应急预防控制措施，
科学分工，明确责任，逐步建立起包含医疗救治、疾病预防
控制、卫生执法监督在内的功能完善、反应灵敏、运转协调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加强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
业务培训和相关法律法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以
及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并对应急队伍每年实行
强化培训和定期演练，努力造就一支专业的高素质的卫生应
急队伍。

卫生应急工作总结亮点篇二

（一）印发文件安排工作

按照上级卫生应急工作精神，结合我县自身实际情况，卫生
局年初印发了《2018年**县卫生应急工作要点》，对我县全
年卫生应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时要求各单位适时调整了
卫生应急领导组织及各单位职责分工，制定专人负责卫生应
急工作，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为做好卫生应急示范县创建工作，积极向县政府汇报卫生应
急工作，争取政府的更多支持，为我县卫生应急工作的更好
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

（二）预案动态管理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适时对卫生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增强了预案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明确界定了各部门、各单
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的职能和作用。为我
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处置提供了有力的体系保障。



（三）加强物资储备

为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局要求卫生
系统各单位参照《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装备目录》，结合我县
卫生应急工作实际需要做好必要的装备配置和一定数量的物
资储备。

（四）加强督导检查

为了解各项工作开展情况，督促工作落实，卫生局今年一改
往年半年、年终工作考核制，实行季度考核制度。卫生应急
工作纳入公共卫生服务考核内容，占公共卫生服务考核总分
值100分中的5分，重点考核应急领导组织、责任科室、负责
人、必要物资储备、培训演练等。2018年已进行了两次考核，
上述各项工作各单位已基本落实，应急演练多数单位拟安排
在下半年进行。

（五）加强知识宣传

根据**县卫生局应急办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在"5.18"来
临之际，认真组织县直各医疗卫生单位和两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共10家单位参加的大型集中宣传活动，并现场组织了一
场模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演练，收到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同时32家卫生院各自在当地政府驻地、集贸市场等统
一时间组织了宣传活动。

由于预防在先、准备充分，**县2018年上半年未发生公共卫
生事件及大的传染病暴发流行。

近年来我县手足口病防控形式严峻，对我县卫生应急工作来
说是一次较大的考验，为了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在每
年的流行季节我县应急队伍以"战时状态"全力应对，深入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关口前移，重
心下沉"，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实战考验，取得了较好的防



控效果，今年我县手足口病发病率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
降。

下一步我院将继续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契机，争取成立独立的卫
生应急机构，积极争取政府和上级卫生部门的更多支持，设
立卫生应急专项资金，用于卫生应急队伍的培训、演练、卫
生应急物资的储备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进
一步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立统一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监测和报告制度。按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修改完善各类应急预防控制措施，
科学分工，明确责任，逐步建立起包含医疗救治、疾病预防
控制、卫生执法监督在内的功能完善、反应灵敏、运转协调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加强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
业务培训和相关法律法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以
及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并对应急队伍每年实行
强化培训和定期演练，努力造就一支专业的高素质的卫生应
急队伍。

卫生应急工作总结亮点篇三

按照市局要求，我院高度重视节日工作，在节前召开院长办
公会，专题研究节日期间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职责分
工，于9月27日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国庆长假期间卫生应
急工作领导小组”，针对节日工作，下发“关于《加强中秋、
国庆期间安全管理及保障的工作》通知”及“关于加强中秋
及国庆节期间医疗安全工作的通知”，节前进行急救仪器、
药品供应及应急物品大检查工作，为节日做好保障工作准备。

体值班人员严格执行医疗制度，积极践行“三好一满意”活
动，整个节日期间未出现不安全隐患，无突发事件、差错事
故、投诉、医患纠纷、集体上访及集体事件发生，确保医疗
质量与安全，各项医疗卫生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因节前对相关药材、耗材、生产物资进行充分储备，检修和
维护好水、电、通讯线路、医疗设备、办公设备交通工具等，
杜绝了安全隐患发生，各科值班人员尽职尽责，积极开展健
康教育宣传，圆满完成医疗工作任务，节日期间门诊量人次，
出院人次，手术台，急诊人次，交通事故伤者救治人次，食
物中毒患者救治人次，发热门诊接诊人次，临床用血量为，
无急救要血。

国庆长假期间卫生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按照职责，加强
监管力度，安排专人负责上报工作，要求严格按照规定程序
和时限，及时、准确、全面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医院
大厅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提高群众防病意识，各诊室利用
患者就诊时间宣传疾病防治知识，住院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宣
传，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提高应急应对能力，整个节日
无卫生应急事件发生。

卫生应急工作总结亮点篇四

（一）加强领导，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组织体系。我
局按照“立足现实、充实加强、细化职责、重在建设”的方
针，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及时调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工作领导小组，保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的领导和组织
协调。我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卫生应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应急指挥机构和医疗救护网络，明确了卫生系统内部
各部门的卫生应急管理职能，实行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把卫生应急工作纳入年度卫生工作计划，实行目标责任管理，
确保了各项卫生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医疗机构也相应成
立各自的应急处理队伍，分工负责相应的应急工作。

（二）完善预案体系，制定了卫生应急专项预案。在原有预
案基础上，结合实际，先后制定了《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县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县手足口病防控应急预案》等应急预案，逐步健全了各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程序、卫生应急调查处理的技术



方案，做到了依法规范、科学有序、快速有效地处置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并要求各医疗机构按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
则，建立和完善各项安全应急预案和应急处理办法。

（三）建立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预警系统。认真落
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报告工作，县、乡医疗卫生单
位配备了直报专用电脑和网络设备，建成了以县疾控中心为
龙头、县乡医疗单位为依托、覆盖全县的传染病监测报告网
络。把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提高疫情报告质量、杜绝缺报
和漏报作为网络直报工作的重点，及时组织人员对传染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分析和预测，及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设立了应急值班电话，实行24小时值班；配备了疾病控制应
急处理车辆，120急救车辆；加强县乡医疗的发热门诊建设，
县乡医疗单位均设立了发热门诊，各医疗卫生单位门诊医务
人员对就诊病人进行门诊登记和可疑病人筛查，确保了发现
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能及时上报，杜绝了漏报误报现象，
提高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快速反应能力。

（四）开展卫生应急培训。为提高卫生人员的应急知识水平，
我局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和传染病管理、预防治疗
等相关知识作为卫生技术人员“三基训练”的重要内容，通
过日常会议、举办专门的培训班等形式，对县乡村卫生人员
开展应急知识培训。**年，我县共有医务人员140余人次参加
县级以上卫生应急知识培训，举办培训班4场次；与县红十字
会共同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进机关”活动5场次。通过培
训，进一步提高了应急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和有效应对处置能
力。

（五）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完善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机制。我
县进一步完善了卫生应急队伍管理规范，依托县医院“120”
急救中心，组织各级医疗机构急救中心（急诊科）的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医疗卫生应急队伍，设立医疗救援组、疾病控制
组、卫生监督组，分工负责相应的应急工作。县人民医院还
组织成立了应急救援队伍，下设三个应急梯队，在接到紧急



救援报告后由第一梯队负责前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第二梯
队在院内待命，视现场情况随时增援；第三梯队负责院内急
救准备工作。**年1-10月，县医院急救中心共出诊2491次，
其中院前急救712人次。我县在县疾控中心建立了应急物资储
备仓库，贮备有“84”消毒液、百消净、手推动力式喷雾器、
防护服、防护口罩、护目镜、防护鞋等应急物资，并按规定
进行经常性补给和更新，完善应急物资的调用机制，为快速
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物资保障，切实做好
急性的传染病的应对准备工作。

（六）突出重点，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健
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强化了卫生应急规范管理，
重点抓好鼠疫、人感染h7n9禽流感和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标准的乙丙类传染病、群体不明原因性疾病、食物中毒、职
业中毒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
和应对工作。做好了救灾防病等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工作，
规范了结核病的排查，切实提高了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疾
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应对能力，有效应对了各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年，我县及早部署、全面防控，有效
遏制了麻疹、手足口病等疫情。

（七）突出重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
提高卫生应急能力的必要条件。**年，我县总投资约1.2亿元
的县中医院异地新建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及极大部分的
安装工程，预计今年底可投入使用；投资360万元的县计生服
务站综合业务楼已完成主体建设，预计12月份可投入使用；
争取到总投资1057万元县妇幼保健院中央预算内建设项目；
争取到总投资约790万元百育、玉凤、坡洪、头塘、洞靖卫生
院建设项目。在完善基层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县还积极改善
基层应急救治条件，争取到县财政投入120万元为乡镇卫生院
配置13辆救护车于今年8月份全部投入使用；县医院（急救中
心）新增了2辆价值50万元的救护车。这些卫生项目的建设及
设备的完善，为应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加强卫生应急管理与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广泛开展卫
生应急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卫
生宣传日等多种形式对社会公众广泛开展手足口病、禽流感、
麻疹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的宣传。**年共开展宣传
活动4场次，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通过大力宣传，强化了
公众发现和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识，提高了基层发现、
报告、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九）加大监督检查，狠抓各项制度和管理措施的落实。有
针对性的对县、乡、村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传染病预
防、治疗、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如对各医疗单位发热门诊、疫情报告、网络直报的检查，对
学校卫生、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的监督检查，对生活饮用水、
公共场所等进行监督检查。**年，我县共出动卫生监督
员1320人次，车辆440辆次，监督检查医疗机构562 户次、公
共场所630户次，监督检查供水单位24家、各类学校73余家。

（一）我县卫生应急体系、工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上
级对卫生应急经费投入不足，造成我县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设备较落后，物质储备不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较低。

（二）卫生应急专业队伍及装备有待加强。卫生应急专业人
才缺乏，应急队伍装备配备不精不全，快速检测、救治装备
落后，自我保障能力差，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疾病
预防和卫生应急工作服务需求。

（三）多部门合作机制尚未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内
容多、范围广，情况复杂。需建立有关部门之间高效的协作
机制，目前，我县部门之间信息沟通等方面机制尚未形成。

（四）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知识水平与卫生应急
工作要求还存有差距，需进一步加大人员培训力度。



（一）加大卫生应急基础建设投入。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加大
公共卫生基础建设投入，改善县乡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
等工作硬件设施和仪器设备配置，储备充足的应急物资；进
一步加强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卫生监督机构及医疗机构卫
生应急能力建设。

（二）强化突发事件监测预警能力。坚持关口前移，切实做
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检测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
置。进一步强化并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紧急医疗救援信
息报送工作，实现信息报送“无缝对接，快速准确”。

（三）强化培训演练，不断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制定卫生应急培训规划，组织开展卫生应急培训工作，重点
对卫生监督、疾控、医疗机构有关卫生应急技术骨干开展卫
生应急专业培训。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演练。

（四）完善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机制建设。及时组
织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学
救援应急预案，加强与相关部门卫生应急合作机制的建设。

（五）加大卫生应急知识宣传力度。采取各种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广泛开展卫生应急健康教育和卫生法律法规宣传活
动，强化公众发现和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识，提高基
层发现、报告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卫生应急工作总结亮点篇五

中医医院认真贯彻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预防为
主、常备不懈”方针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
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工作原则，不断完善全
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健全全院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加强人员培训，切实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确保卫生应急工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按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要求，进一步强化组织
领导，及时调整应急工作领导组织，保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医院成立了突发公卫生事件应急
领导小组，由医院领导小组负责统一调配使用全院的卫生资
源，组织指挥协调本院卫生应急工作，下设有急诊科为主要
负责的应急救援医疗小组，还有疾病控制组、后勤保障组等，
分工负责相应的卫生应急处置工作和日常工作。具体有：突
发事件(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传染性××××防治领导小
组、××防治领导小组、禽流感防控小组等应急处理队伍，
分工负责相应的应急工作。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的要求，我院
编制了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并印发到各种室，要求科室组织各
医护人员认真学习，为保证各类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科学、
规范，认真学习《传染病法》、《人感染禽流感诊疗规范》、
《“非典”诊疗规范》、《手足口病诊疗规范》、《流感诊
疗规范》、《甲型h1n1诊疗规范》、《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应急处置方案》、《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交通事故
卫生应急预案》、《食物中毒应急预案》、《××县卫生系
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县卫生系统突
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关于做好突发急性
的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通知》等，保证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做到常备不懈、反应及时、措施果
断、处置合理。

同时，抓好应急演练，全院于××年组织了一次全院范围内
消防知识培训、应急救援演练，确保消防应急处置工作及时、
有序和高效。通过培训大大增强了医务人员对消防知识、突
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应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医疗卫生人员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报告人。其它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有义务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进行报告。发



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于2小时内向县疾病控制中心或县卫生
局报告。为认真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报告工作，
医院装备传染病疫情直报专用计算机和疾控预防控控制信息
系统，指定专人负责。

加强发热门诊建设，要求各医务人员对就诊病人进行门诊登
记和可疑病人筛查，落实抓好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立即进行网络直报，确保了发现各种突发事件
都能及时上报，杜绝了漏报误报现象，提高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理的快速反应能力。

根据卫生应急队伍建设要求，加强应急队伍的素质教育，多
次派人参加省市相关专业培训。对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业务知
识培训和现场演练，以此提高全院应急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
务水平，保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及时高效、措施恰当。

建立了后勤领导及保障人员组成的应急保障队伍。配备有急
救车，贮备有防护用品、消毒剂、消毒器械、预防药品及应
急日常用品、药品;准备常规防护用品、急诊急救，随时检查
各种药品和器械，保证无过期急救药品，确保设备是否处于
正常运转状态，确保应急工作万无一失。

通过宣传栏、院刊等形式进行宣传卫生应急急救及自救知识，
进行广泛宣传，开展预防控制甲型感、流感、肺结核、艾滋
病等突发公共事件宣传活动。

近年来，通过全院卫生人员的共同努力，我院已初步建成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系统，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身体
健康。但因应急工作繁琐，造成我院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设
备相对滞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仍较低。

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应急队伍能力建设，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增进医护人员人员的责任心，更新紧急
抢救控制。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的宣传，动员社



会力量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