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下乡支援年终工作总结 医生下乡
对口支援工作总结(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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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
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下乡支援年终工作总结 医生下乡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篇一

（2）技术援助：由外科、内科、肛肠科安排对口支援中心卫
生院进行医疗技术、手术、查房指导，门诊住院诊疗工作等
援助。（3）人员培训：各科接收区乡中心卫生院人员进修免
费。（4）设备物品支援：提供部份基药及一次性医疗用品。

人次，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112 人次，提高了受援医院的医
疗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下乡支援年终工作总结 医生下乡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篇二

1

及疑难病例病例讨论39次，赠送镇金中心卫生院设备东
芝700s型ct一台，帮助支援医院（中心卫生院）开展新技术0
项。提高了受援医院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水平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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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支援年终工作总结 医生下乡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篇三

一、领导重视，精心部署，落实到位。

为将卫生下乡和对口支援工作落到实处，我院党委高度重视，
召开党委会进行了专题研究。成立了农村医疗服务部，负责
统筹安排医疗卫生下乡和对口支援工作，协调与县以下医疗
机构的联系。出台了《与县乡村医务人员联系制度》等一系
列管理制度。医院还制定了下乡不扰民的硬性规定：不吃请，
不收报酬，费用自理，医院补助。使医疗卫生下乡和对口支
援工作领导上有人管，协调工作有人做，具体工作有人落实，
保证此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为了不断推进医疗下乡工作，
医院领导逢会必讲，党委一班人还亲赴各县联系，使医疗卫
生下乡工作很快在全院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二、统筹安排，全心全意为基层单位办实事

1、选派精兵强将派到县乡医院。我院派出的帮扶人员多是副
高以上职称或资深专业技术人员。这些医疗骨干下去后，通
过查房，手术带教，疑难病例讨论、专题讲座等方式，较好
地提升了被帮扶医院的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在与鸡泽县医
院、曲周县中医院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又在全院临床科室推
行了对口联系县医院制度，使对口帮扶工作步步深入，交叉
推进。2、为基层单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技术队伍。针对基层
医疗机构临床经验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突出特点，我院克
服繁重医疗救治工作的困难，主动邀请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到
我院学习交流。医院长期(半年时间为一期)为基层开办医疗
学习班，近两年先后为基层医院或卫生院免费培训医师350
人;同时为全市乡村医生举办短期培训班5期，培训乡医?余人。

3、根据基层医院要求，对基层医院中层干部进行系统管理培



训。近两年年以来，我院分别为曲周县中医院、临漳县医院、
馆陶县医院、峰峰矿区中医院、马头工业城医院等10余家县
级医院进行中层干部对口培训。每期15-30天，分别到对应科
室学习交流。共计培训?余人。

4、伸援手，无偿为基层医院提供物资、设备等支持，提升其
医疗服务功能。支援曲周县中医药、鸡泽县医院、武安市妇
幼医院、魏县等医院核磁共振、ct、大生化检验设备、大型电
话程控交换机?余台件。支援乡镇卫生院各种设备?余台件。
近期按省人事厅基层建设年要求为帮扶的曲周县四个村卫生
室和魏县十一个村卫生室分别赠送了血压机、听诊器、体温
计等小医疗器械百余件，价值?多元。

三、拓展思路，创新做好医疗下乡工作

1、与全市大部分乡镇卫生院相联系，并派专业人员帮助指导
工作。我院响应“万民医师卫生支农工程”，组织副高以上
医疗专家到全市大部分乡镇卫生院担任名誉院长，长期免费
指导基层卫生工作。同时规定了下乡的时间和待遇。拒不完
全统计，近两年来，有?余名医护人员参与下乡，下乡次数
达?人次;下乡义诊病人?余人次;做大小手术?余例;会诊及解
决疑难病例?余例;到乡镇卫生院讲课?多次。此项活动的开展
受到了广大农民朋友的一致称赞。

2、实施行政后勤科室包县下乡义诊宣传举措。为了进一步解
决农民看病难，普及健康防病知识，我院又推出《机关后勤
科室下乡包县制度》，全院?各行政科室分包?各县(区)。由
农村医疗服务部统筹安排，每天都有科室下乡，节假日也不
例外。全院有?名机关后勤人员参与下乡，组织下乡义诊宣传
活动?余次。发放宣传资料?万余份，受到农村患者的广泛称
赞。我院每年给予下乡医护人员补贴近?余万元、下乡购车、
维修及耗油等费用近百余万元。



下乡支援年终工作总结 医生下乡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篇四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xxx”提出的全民族健康素质，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保卫生下乡工作的顺利实施，
经局务会研究决定成立科右中旗卫生局卫生下乡工作领导小
组，并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卫生下乡工作。按照
兴安盟卫生局卫生下乡工作实施意见，开展了积极稳妥，行
之有效的卫生下乡活动。先后组织31支医疗队，医护人员135
人，接受诊治患者1950人次。全年工捐赠药品、资金、物品
折合人民币元，举办各类培训班15次，培训苏木嘎查卫生技
术人员3200人次。在卫生下乡工作中，时刻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务实的工作态度，扎实的工作作风，精
益求精的技术深受农牧民的好评。

卫生下乡成绩显著

为解决我旗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医疗队从最边远
贫困嘎查开展巡回医疗，为农牧民选医送药，代钦塔拉苏木
哈日沁扎拉嘎嘎查是一个典型的沙化严重，交通不便，群众
生活水平很底的贫困嘎查，缺医少药。卫生局党委十分重视，
组织医疗分队深入嘎查开展义诊活动，接待患者120人次，免
费投放药品1900余元。同时，卫生局副科级以上领导与嘎查5
名特困户结成“一助一”对子，每人捐款人民币100元，避免
了因家庭困难而面临辍学的孩子。当看到被病魔困绕的一张
张面孔又渴望得到诊治的农牧民时，他们顾不得喝上一口水，
全神贯注为农牧民疗伤治病。卫生下乡活动深受广大农牧民
的欢迎，不但解除了农牧民饱受疾病的痛苦，有减轻了他们
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强化了农牧民卫生健康意识，使广大农
牧民积极主动参与平时讲究卫生，改变陋习远离疾病的活动
中来。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生
产建设中，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健康意识

卫生下乡不单一是医疗队，同时也是卫生健康教育宣传队，
走到哪里就把卫生健康知识带到那里，宣传与人民群众生活
直接关系的医疗卫生保健知识，先后共发放卫生健康知识手
册23622本、宣传单27300张。在旗电视台播放《全国九亿农
民健康教育行动》电视系列片及“非典”防治知识，累计播
放时间900分钟。5月4日组织旗卫生技术人员进行医疗卫生保
健防治知识测试。6月22日在旗委、旗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下，举办全旗卫生系统“非典防治知识竞赛”活动，
这是对我旗医护人员的医疗预防保健知识的一次强化培训，
有力地促进了我旗医护人员更好的熟悉掌握业务知识技能。

四、以卫生下乡为契机，开展对口支援活动

为了把卫生下乡工作落实到实处，做为一项长期重要工作来
抓，建立和完善对口支援的卫生支援工作制度。旗人民医院
与巴仁太本卫生院，旗蒙医医院与巴彦淖尔卫生院结成“一
助一”单位，旗直医疗预防保健单位对口扶持一个苏木镇卫
生院，苏木镇卫生院扶持嘎查卫生室，全面开展对口支援活
动。旗人民医院、旗蒙医医院充分发挥了“传、帮、带”作
用，帮助基层培训卫生专业人员，全面提高了苏木镇卫生院
和嘎查卫生乡村医生的业务技术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

施医疗救助，减免特困户患者费用

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医疗卫生单位的神圣职责。
旗医院、蒙医院、中医院相继开展了绿色通道，
设120、96999、4129999急救电话，巴镇地区及铁路接病人免
费，其它地区均半价。并开设了特困户病房，为特困患者减
免医药费，共减免人民币7200元。同时开展献爱心活动，共
捐款人民币5600元，捐物折合人民币8000元。为特困患者免
去诊疗时的后顾之忧，充分发挥了医疗卫生单位联系党和人
民群众的纽带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到了党的关怀。



总之，卫生下乡活动收到了农牧民的欢迎和赞赏，得到了农
牧民的认可。卫生下乡技术力量不减，送医送药不停。为保
障人民群众健康，早日进入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下乡支援年终工作总结 医生下乡对口支援工作总结
篇五

一年多的援外医疗工作已经结束，援南工作经历是我人生中
弥足珍贵的一次历练，这里的一切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这段时间里，省卫健委、省二院的领导以及医疗队的同志
们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让我虽远在异国他乡却仍能感
受到大家庭般的温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援外医疗工作中
去。在近14个月的时间里，在医疗队同志们的帮助下，个人
在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积极参加临时党支部学习，和队员们一起认真学习党中央关
于我国外交工作和援外医疗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开展了党史
教育，积极参加研讨并撰写心得体会。学习国家和省卫健委
关于援外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制度和规定，提升业务素
质能力。加强对国际形势和动态的学习了解等。

（一）投入防疫工作。到达南苏丹后，我立足本职和妇产科
学救治专业，配合受援国做好防疫工作。在驻地做好常规消
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保持环境清洁，确保医疗队自身不
感染，最大程度保护队员健康生命。在受援国的请求下，参
与新冠肺炎的防护、整治和新冠病人的救治，加强防疫指导。
按照南苏丹的国家规定，恢复医疗秩序，落实落细常态化疫
情防治工作，为防控工作建言献策，不断完善防护措施。

（二）开展医疗工作。在南苏丹，我们帮助受援国建成了宫
颈疾病筛查中心，举行了包括新冠防控、宫颈疾病筛查中心
等内容的多场培训会，与朱巴医学院合作完成多专业的带教
工作，结合专业积极开展妇产科学带教培训工作，参与医疗
队赴特里卡卡和拉杜县进行巡回义诊，到朱巴当地孤儿院看



望孤儿，赠送医疗器械等。参与“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
更好地了解南苏丹基层卫生服务的现状，为中国政府的援南
医疗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医疗进社区活动，为基
层非洲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保障，最大限度地帮助南苏
丹人民减少疾痛。扎实开展妇产科诊疗工作，每月开展门诊
诊疗400多人次，完成阴道镜检查、宫颈tct及宫颈活检，诊刮
及宫颈微波治疗工作。开展手术数百台，每天完成交班查房
工作等。今年以来继续做好新一轮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带教
培训，助建医疗基础设施，创新医学诊疗方法，为服务南苏
丹医疗卫生事业，展现自己应有的价值和责任。

（三）做好服务保障。除了服务当地居民外，同时为中国驻
南苏丹外交人员、中资公司员工等提供医疗帮助，积极参与
危急重症患者救治，对在南返华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为中国
驻南苏丹大使馆工作人员开展体检工作，为在南同胞注射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等，切实为我国驻外机构、援非企业公司和
人员做好服务保障。

（一）增强责任意识。始终牢记援外医疗为我国外交服务的
宗旨。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时候，
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自觉扛起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做
到关键时刻顶得上、豁得出，在为国家奉献中作出应有贡献，
也为中非友谊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严守制度规定。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员，我们坚守医
务工作者的初心，自觉遵守援外工作各项规定和纪律，自觉
按照省卫健委、省援外办、省二院和医疗队领导的要求，严
格自我约束和管理，提升医疗和服务水平，履行好援外医疗
工作使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援外医疗队以严谨的工作
作风、专业的医技水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受援
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一致好评，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
倍感荣耀和自豪！

（三）传递中国精神。援外医疗工作中，每一次工作的推进、



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来自于全体队员们的团结拼搏和信念
的力量。当好白衣战士、传递中国精神，队员们以过硬的作
风、博大的情怀，展示了大国风范和形象，也展现了新时代
中国青年医疗队员的靓丽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