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农村卫生站年度工作总结 农村卫
生所年度工作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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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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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卫生站年度工作总结篇一

一、采取不同形式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1、开展对村民(不同人群如：儿童、妇女、中老年等)的健康
教育知识培训。

2、开展对妇女防病、查病、治病工作。

3、组织村民实行健康教育知识培训。

二、健康宣传落到实处。

1、每月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活动7次。参加人数300余人。

2、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栏。板报4期。

3、健康教育墙体标语(少吃盐血压稳不吸烟保健康)

三、居民健康行为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居民卫生意识得到提高。



2、居民个人习惯得到了提高。

3、家居环境、卫生环境得到了改善。

健康教育工作任务大，普及范围广，通过健康教育活动的开
展，社区居民个人卫生行为有了提高，卫生知识知晓了也的
一定的提高。

农村卫生站年度工作总结篇二

xx年,我乡的妇幼卫生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党委、政
府领导下，院长的重视，各部门的配合，以贯彻《母婴保健
法》为重点，根据我乡的实际情况，开展妇幼卫生工作宣传
和卫生保健工作，提高了妇女、儿童的健康素质，我院作了
以下具体工作：

1、由专职妇幼人员和院长定期对村妇幼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学
习，并督促和检查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当时写出督导意见，
并采取各种形式加大对《母婴保健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力度，依法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健康保障权利。

2、妇幼工作按时、按期、按质量完成了上级各种统计报表，
做到了软硬件齐全，坚持每月一次专栏，通过发放和张贴宣
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妇女、儿童健康知识，定期对村
级妇幼人员进行考核。

3、实行了出生医学证明发放和管理。xx年全年发放出生医学
证明163本，发放医学证明提高了计划生育质量，同时开展了
母子保健工作。

4、加强了对村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为加强妇幼保
健人员的管理，特制定了《郑河卫生院村级妇幼保健人员工
作管理制度》把妇幼保健人员的出勤、培训，考试等情况直
接与工资挂钩，并实行了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



他们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性和积
极性，全年共召开例会12次，发放宣传资料12次，举办培训
会议6次。在每次例会中，他们能够准时参会并能够认真做好
会议记录;在每次培训后他们能够圆满完成学习总结及能够独
立完成考卷。xx年全年，卫生院共印发考试试卷108份，，经
阅卷统计平均分数达78分。

5、提高系统管理质量，普及了新法接生，消灭了新生儿破伤
风，提高了住院分娩率，尤其是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99%，
实行了高危会诊，转诊制度，提高了产科质量。切实降低了
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全年孕产妇总数达196人，新法接
生194人，产检174人，产后访视175人，住院分娩126人。其
中住院分娩人，无孕产妇死亡，无新生儿破伤风发生。

6、做好0——6岁儿童登记，全镇0——7岁儿童总数1329人，
新生儿访视175人，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423人，0——4岁儿
童死亡0人。其中新生儿死亡0人。

按照上级要求，继续巩固爱婴医院，且通过复查，并在降
低“两率”中接受县保健院对我镇的复查，由于我镇地处山
区，经济较为落后，在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争取在来
年的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农村卫生站年度工作总结篇三

本中心卫生应急工作，在镇政府的正确领导及卫生局的关心
支持下，坚持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原则，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不断加强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相关法
规为主要内容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建立和完善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及应急预案，切实提高了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理能力。现将本年度卫生应急工作总结
如下：

健全的组织体系是做好应急工作的组织保障。结合本单位实



际，中心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医
院内部管理，规范服务流程，严格依法执业，依法治院。年
内进一步健全了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监测预警制度，加强重大传染病疫情和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分析评估预测工作。同时进一步健全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加强医疗核心制度的落实，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强
化卫生应急能力建设，促进中心各项卫生应急工作有序推进。

为提高专业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
范意识和应急能力。按照年初制定的卫生应急专业队伍培训
计划，积极抓好应急培训工作，做好卫生应急人员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培训，重点抓好医疗一线医务人员、各级卫生应
急队伍的全员培训，定期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处理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或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的能力培训，规范卫生应急
队伍管理，着力提高医务人员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提高快速
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按照年度培训计划，今年开展了冬春季
传染病“不明原因肺炎”及心肺复苏急救等学习培训，以
及“禽流感”防控、“消防”模拟等应急处置演练。通过培
训强化了业务人员的卫生应急意识、补充更新了卫生应急知
识，提高了专业人员的应急处置综合能力。

强化防控措施，认真落实传染病监测与报告制度，实行传染
病网络直报及零报告制度，并明确了各网络直报单位责任人、
工作职责、规章制度，每年均组织了相关业务培训。同时，
中心内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发生疫情后及时进行网
络监控，并及时上报；实现了传染病报告的动态性、实时性
和网络化管理，建立和完善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评估、
预警、反应机制，提高了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的快速反应能力。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指
导和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最大程度地减
少或减轻突发事件对公众健康带来危害。目前，已建立了
《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以及《实验室生物安全防范工作预案》等各类卫
生应急预案体系，对规范指导卫生应急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中心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积极做好应急物资储备
工作，每年均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各类防护用品、消杀药械、
诊断试剂及耗材、季节性疫苗、检测设备等，作为自然灾害
发生后及传染病流行应急处置专用，确保一旦发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能够立即启用。

总之，在今后的工作中，中心将进一步加大对卫生应急工作
的贯彻执行力度，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卫生应急综合处
置能力，为保障本地区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更大
的贡献。

农村卫生站年度工作总结篇四

根据《瑞昌市20xx年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细则》
和《20xx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制定年终考核表。
按照我院安排，对所管辖的10个村卫生所进行了20xx年年终
考核。本院成立了考核组，由徐凌平院长任组长，沈衍桐书
记任副组长，桂良辉、胡晓青、徐彩凤参加了考核。考核情
况如下：

一、考核方法：本次考核《瑞昌市20xx年农村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考核细则》和《20xx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以为依据，结合平时工作情况，采取听取汇报，现场调查，
查阅资料的方法，量化打分，综合评定。

二、通过考核，各卫生室工作都有所加强，综合防病能力明
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意识提高，工作责任心增强，各项工
作已逐步规范，能够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本
年度的各项工作任务。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1、门诊日志书写不规范，日门诊人次平均化，疫情收集、管



理意识淡薄。计划免疫、传染病疫情报送不及时，有漏报、
不报的现象。

2、公共卫生月报表上报情况：源源村、东山村、陡岗村这三
个村月报表上报比较理想，其它村有的新生儿漏报或不报，
有的村孕产妇漏报或不报，有的村新加的重点人群也不上报，
有的村就报个数字而且还是一尘不变。

3、儿童出生登记，不及时，未及时建档，个别村3岁以下儿
童基本未建档。

4、孕产妇上报不及时，个别村叶酸已过期，未及时领取，还
有的村发放了叶酸未签同意书。

5、大部分村新农合新偿公示栏登记不及时，下半年的没登记，
个别村公示栏没挂，收在角落里。

6、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表有几个村体检结果未填入体检表，
有个别村健康评价和健康指导未填。有一个村65岁以上老年
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表总评分未评。

7、还有个别村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不相符 。

8、个别村处方收费不准确。

9、有几个村健康教育资料发放无登记，健康讲座无村民签字。

三、通过现场量化打分，综合评定。对于卫生所的优点继续
保持，不足之处将在20xx年改进，争取做到让百姓更满意的
服务。

ww镇中心卫生院

20xx年1月6日



农村卫生站年度工作总结篇五

村卫生室是构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的基础，在方便农民
就医，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年来，
按照全市统一安排部署，制度建设、强化培训、突出公共卫
生职能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促进了农村卫
生的改革与发展，切实保障了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领导重视，措施有力，营造村卫生室发展良好氛围

农村卫生工作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部分，村卫生室是农村
三级卫生服务网的网底，村卫生室的规范化建设，关系到广
大农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效解决，重点就农
村卫生工作发展思路、人才培养等问题作出指示，重要一项
是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使村卫生室建设管理得到政策保证。
卫生室明确了具体分管领导，负责村卫生室日常监督管理工
作。

2、精心组织，强化培训，提升村卫生室服务

流感防控知识、基层妇幼工作内容，培训后考试全部合格，
（乡镇）适宜技术培训班，使村卫生室的公共卫生服务意识
进一步强化村医生的服务能力。

3、规范行为，严格考核，强化村卫生室管理

看病有登记、发药有处方、收费有依据、进药有凭证、收支
有明细、传染病有报告。为确保村卫生室规范管理措施落到
实处，一是重点督促落实公共卫生服务各项工作。今年在麻
疹强化免疫、乙肝查漏补种工作中，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圆满完成上级要求，另外在结核病、血吸
虫防治、农村聚餐信息报告、孕产妇的管理、死亡病例报告、
送医送药下乡组织等相关通知和健教资料的发放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使政府出钱购买的公共卫生服务得到落实，体现



了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同时，今年由区卫生局统一印制
管理制度和村卫生室药品与医疗服务价格标准上墙进行公示，
各乡村医生认真执行各项医疗操作规范，认真为村民开展基
本医疗服务，到目前为止，村卫生室没有出现较大的医疗纠
纷和医疗事故。

二是健全落实了村卫生室各项管理制度。做到了乡村医生聘
任与职能履行挂钩、任务下达与质量评价挂钩、考核结果与
劳务报酬挂钩，形成了以行政管理为保证、以村卫生室服务
管理一体化为手段、以质量控制为重点的管理模式，不断强
化村卫生室管理，规范乡村医生从业行为。

4、“全面推行”，建档建册，拓展村卫生室职能

今年在全区全面开展了建立农民健康档案试点工作，全村共
建立了近3000余份个人健康档案，开展妇幼保健、老年病、
慢性病管理和健康教育咨询等服务，全面掌握农民健康基本
情况，并上门为农民测量血压、体重，宣传卫生知识等，让
本村农民切实感受到实惠，促进了农民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高，
并为村卫生室逐步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积累经验。

一是建设工作不平衡，村卫生室只停留在低层次的达标验收
上。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重点落实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妇幼卫生、
农村食品安全管理、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职能，提高乡村医
生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提高农民群众健康保障水平。

二是充分发挥镇卫生院的枢纽功能。严格执行镇卫生院对村
卫生，进一步促进村卫生室建设，不断强化镇卫生院的管理
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和枢纽作用，逐步推
行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基本用药配送制度制度，把住药品的
入口关，净化农村药品市场，保障农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四是规范医疗，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