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镇母亲健康工程工作计划表 乡镇
卫生院健康工作计划(优秀5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
工作即将来临，写好计划才不会让我们努力的时候迷失方向
哦。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
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
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乡镇母亲健康工程工作计划表篇一

为了贯彻落实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基层网络建设，推进卫生监督进社区、
进乡村，夯实卫生监督工作基础，规范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进一步完善食品、卫生监督体制，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努力
提高监督执法水平；认真履行监督执法职能，依法严厉打击
各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健康权益。

工作目标：

以规范和指导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为核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公共卫生资源，提高卫生
监督执法能力和公共卫生监管水平。在卫生院公共卫生中设
置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一、具体职责

1、及时掌握协管范围内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一般情况。

2、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及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

3、实施日常性卫生检查。



4、各卫生室要积极配合监督协管人员工作。

5、对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上报，并积极配合卫生监
督所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6、受理辖区内相关案件的投诉、举报，经调查核实后，及时
向县卫生监督所报告，协助卫生监督员开展相关卫生监督执
法工作。

7、发现辖区内的非法行医案件，及时向县卫生监督所报告，
协助卫生监督员做好非法行医案件的查处工作。

8、完成上级卫生监督部门指定或交办的其它各项工作任务。

9、卫生室卫生监督具体职责：

（1）依法及时报告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做好卫生法制及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

（3）掌握辖区托幼机构、供水单位、餐饮机构基本资料

二、增强监管能力加强队伍管理

1、健全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健全卫生监督协
管工作制度，规范督查行为，建立督查信息通报机制。开展
卫生监督协管员着装和执法行为的督查，树立卫生监督文明
执法的.良好形象；开展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的专项检查，切
实增强卫生监督工作效能。实行报告制度。

2、加强队伍培训，规范行政行为。开展卫生监督协管系列知
识讲座。注重抓好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卫生监督协管员的综
合水平和能力；加强对卫生监督协管员政治素质、服务意识、
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培训，切实增强服务经济建设大局、服务
人民群众的意识。



3、强化社区、村管理。实行信息员联系制度，充分发挥督查
机构的监管作用。

三、突出监督重点加大监督力度

1、加强食品卫生监督

（1）积极开展食品安全乡创建工作，构建科学、高效、协调
的餐饮卫生监管机制，完善监督执法网络体系，深入推行量
化分级管理、监督结果公示、卫生管理员制度、规范行政许
可等措施，实现我乡餐饮单位食品卫生状况根本好转；加强
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有效防范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完善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和应急
处置管理体系，增强公众食品安全信任度；确保不发生重大
食物中毒事件。

（2）进一步提高餐饮业食品卫生水平，积极推广《餐饮业和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以强化原料进货索证为重点，
在餐饮业和集体食堂全面推广原料进货台帐制度，重点查处
非法采购使用劣质食用油、添加剂和不合格调味品的行为。

（3）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公共卫生管理进农村活
动，督促落实旅游点、农村家宴、建筑工地食堂的卫生质量
安全措施。

（4）开展节假日食品卫生检查，做好假日、各种重要活动和
会议的卫生保障工作，确保重要活动和会议食品安全。

（5）开展食品卫生专项整治行动，查处、曝光一批食品卫生
典型违法行为。

2、加强医疗执业监督执法工作

继续加大对医疗服务市场的监督执法力度，深入开展打击非



法行医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健康权益。进一步理顺关系、明
确职责，完善医疗执业监督制度，加强日常监督执法，健全
并落实医疗执业监督的长效机制。注重投诉举报，狠抓严重
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非法行医大要案、典型案件的查处，
严格责任追究。加大正面宣传和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增强
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法制意识。

3、加大传染病防治监督力度，做好生活饮用水和重点公共场
所卫生监督管理

（1）组织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检查。加强自建集中式供
水、和农村学校饮用水卫生监督，有重点的开展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提高饮用水卫生监督检测水平。

（2）加强重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做好公共场所量
化分级管理试点。

（3）结合传染病防治工作重点，组织开展传染病疫情报告、
医疗废物处置等监督检查，贯彻《艾滋病防治条例》，全面
提高传染病防治监督工作水平。

四、加强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管理

根据本地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重点职业病危害人群、重点
职业病危害企业（行业）等情况，开展职业卫生监督检查，
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监督工作，扩大对重点职业病危害劳动者
的监护覆盖面，督促落实职业监护、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
价制度等工作。开展放射卫生的监督检查。

今年是卫生监督协管工作重要的一年，工作艰巨，任重道远。
我们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思想觉悟和工作
能力不断提高和进步；力争在20__年把卫生监督协管工作做
好。



乡镇母亲健康工程工作计划表篇二

四月份：结合爱国卫生月和4.25全国计划免疫传宣日，重点
开展社区卫生公德、卫生法规和儿童预防接种知识教育。

五月份：结合国际劳动节和碘缺乏病宣传日、无烟日。重点
开展职业卫生、科学使用碘盐、吸烟危害等知识教育。

六月份：结合国际儿童节、环境日、爱眼日、禁毒日。重点
宣传儿童保健，近视防治，环境保护，远离毒品等方面的知
识。

七月份：重点开展夏秋季肠道传染病，饮水饮食卫生知识教
育。

八月份：结合母乳喂养宣传周，开展家庭常用消毒知识、科
学育儿和社区常见病的宣传教育。

九月份：结合全国爱牙日、老人节开展口腔保健、老年性疾
病防治知识、体育健身方面的宣传教育。

乡镇母亲健康工程工作计划表篇三

(一)下步工作打算。

2.扎实抓好产业扶贫建设。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
第一要务，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坚持强龙头、创品牌、
带农户，做好点面兼顾、长短结合。大力推进“一镇一特、
一村一品”产业建设，加快农村“三变”(资源变股权、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改革，健全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确
保贫困群众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致富门路。一是紧扣产
业革命“八要素”，聚焦500坝区明思路、谋产业，巩固茶叶、
肉牛2大优势产业，盘活现有产业经济效益，规划金鸡-**1、
永盛-石门—新冈、**2-**33条主线路、3个主战场，大力实施



“牛—沼—茶”生态循环模式，突出抓好茶牛“一体化”融
合发展，打造茶叶、肉牛两大核心产业，辐射带动林下养殖、
蜂蜜、辣椒、花椒、万寿菊、烤烟、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
齐头发展，顺势而为、至下而上推进产业革命。二是以“双
有机”产业为引领，牵手龙头企业赢得产业先机，高规格、
高标准规划建设“双有机”示范基地，推进有机农业、有机
产品、夷州文化观光体验融合发展，推进茶旅一体、农旅一
体、森林康养等产业业态蓬勃发展，实现农业产业“接二连
三”。

3.千方百计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帮扶
政策措施与贫困群众参与挂钩，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的基
本能力和技能。教育引导贫困群众用自己双手光荣脱贫、勤
劳致富奔小康。

(二)工作建议。

1.继续加大产业基础设施投入。目前产业基础设施是脱贫攻
坚之后的友谊短板，因洪灾，大部分灌溉等基础设施已损坏，
来年坝区生产任务十分艰巨，目前亟待资金解决产坝区生产
基础设施。

2.投入资金引进龙头企业。目前我镇辣椒、蓝莓等产业发展
势头较好，但群众品牌意识不强，生产意识薄弱，无法形成
规模效应，建议投入资金吸引龙头企业入驻，开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连片发展产业，使产业做大做强，把优势农特产品
推销出去。

3.做好产业发展“后勤保障”工作。当前阶段，经济下行，
针对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业风险大、成本高等问题，建议加
大专业技术人才到乡镇科普宣传、农技推广、能人示范等工
作力度，切实帮助贫困户掌握相关技能，减少相应的损失及
风险。



乡镇母亲健康工程工作计划表篇四

为切实解决我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根据全市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_垫江县委、垫江县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垫江县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垫
江委发〔xx年先后多次组织研究健康扶贫工作。确定 名专职
人员负责健康扶贫日常工作，切实把健康扶贫工程作为民生
工程摆到重要位置，确保了健康扶贫专项行动的实施。

2.制定出台了健康扶贫相关文件。进一步完善扶贫工作机制，
建立了相关制度方案，制定了《xx年新民镇健康扶贫调查工作
实施方案》《垫江县新民中心卫生生院关于xx年健康扶贫工
作方案的通知》《垫江县新民中心卫生院健康扶贫暨医疗救
助实施补充方案》《健康扶贫新民特困人员大病筛查签约》
等一系列文件、方案，现各项政策已落实到位，各项健康服
务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二)广泛入户宣传，加强扶贫政策的知晓率。加强健康扶贫
政策的宣传，利用大排查契机，逐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组
织医务人员、扶贫工作人员集中学习健康扶贫政策，并深入
贫困户家中宣传讲解政策。并且张贴《垫江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健康扶贫医疗救助须知》。同时，设立先诊疗后付费窗口，
建立贫困患者绿色通道、公布就诊流程图，制作宣传展板等
提高贫困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

(三)精准识别，实施病种精准救治。

一是强化信息采集核实。组织开展大排查，我院在当地政府
主导下组织县、乡镇医师、村医入户对辖区贫困人员患病情
况、大病及慢病等病种分类核实，建立台账，落实专人维护
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动态管理。截止目前全镇患病
人数xx年已确定9个病种的基础上，又从 7种增加至26种(造
成医务人员从新入户排查);二是政策后出台，要求执行在前。



比如：今年出台患者自付比例不超过 0%政策，要求从xx年
月 日起执行，但开会安排时间为7月。因此，只能采用追补
的方式执行政策，导致执行中存在错补、误补、漏补等现象，
同时也增加了基层追补的工作难度。

(四)系统不一致。一是信息数据不准确。存在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身份证号和姓名信息与户籍信息有差错，以及新增贫困
人员未及时维护在医保系统中。二是部分资料人工收集，不
能确保信息数据的准确和一致性。三是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系
统与国扶系统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个人信息不一致，未及时更
新，影响了工作效率。

(五)医疗费用控制难。一是医保目录的调整，将部分甲类药
品调整成乙类药品。造成可替代或不能替代，但是医生用药
习惯一时难以改变。例：atp、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等，增加控制
医保目录外费用在 0%的占比难度。

(六)面广存在难度。贫困人员户数多，分散面积广，由于认
知水平高低不一致、政策理解不一致，医务人员政策掌握不
一致，在执行时有不平衡现象。

乡镇母亲健康工程工作计划表篇五

为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我
中心依据上级卫生计生监督机构的工作要求，推进卫生计生
监督协管服务进社区、进乡村，夯实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
工作基础，规范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上
级机构分配的食源性疾病、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非法行医
（采供血）_等相关工作，制定以下工作计划。

工作目标：

以规范和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卫生计生监督协
管工作为核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公共卫生资源，提



高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工作能力和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工作
水平。

一、具体职责

1、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及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

2、各卫生室要积极配合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人员工作。

3、受理辖区内相关案件的投诉、举报，经调查核实后，及时
向卫生计生监督机构报告，协助卫生计生监督员开展相关工
作。

4、发现辖区内的非法行医案件，及时向卫生计生监督机构报
告，协助卫生计生监督员做好非法行医案件的查处工作。

5、完成上级卫生计生监督部门指定或交办的其它各项工作任
务。

6、卫生室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具体职责：

（1）做好卫生法制及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

（2）掌握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供水单位、医疗机构基本
资料。

7、做好居民家庭饮用水卫生现场监测及安全巡查记录，每季
度五户整理存档。

二、做好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宣传活动

1、于第一季度完成{非法行医及非法采供血}的大型宣传活动，
制定宣传主题，设立相应的咨询台，制定宣传条幅及宣传材
料。



2、于第二季度完成{饮用水卫生安全小常识}的大型宣传活动，
制定宣传主题，设立相应的咨询台，制定宣传条幅及宣传材
料。留有影像资料。

3、于第三季度完成{学校传染病防控科普知识}和{食品卫生
安全科普知识}的大型宣传活动，制定宣传主题，设立相应的
咨询台，制定宣传条幅及宣传材料。

4、于第四季度完成{_相关知识}的大型宣传活动，制定宣传
主题，设立相应的咨询台，制定宣传条幅及宣传材料。

三、做好上级培训及本院内部培训资料整理

1、上级培训：将上级培训通知，培训材料，会议签到，培训
影像资料及相关学习笔记整理存档。

2、本级培训：做好本级培训计划，培训通知、培训材料、培
训签到表、培训成绩单、培训试卷、培训影像资料、培训小
结整理存档。

四、加大传染病防治宣传力度，做好生活饮用水和重点公共
场所卫生计生监督协管管理。

1、组织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巡查。加强自建集
中式供水、和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有重点的开展生活饮用
水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提高饮用水卫生计生监督协管监
测水平。

2、配合院内专职传染病管理主管人员，结合传染病防治工作
重点，组织开展传染病疫情报告、医疗废物处置等检查，全
面提高传染病防治工作水平。

自开展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以来，工作艰巨，任重道远。
我们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思想觉悟和工作



能力不断提高和进步；力争在20__年把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
作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