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药学目标规划 中药学职业目
标(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药学目标规划篇一

一、完善制度，细化管理：

完善中医药健康管理制度建设，规范我院各项中医药健康管
理的技术操作规范，加强对中医药健康管理的组织领导，由
马正林同志任中医药健康管理领导小组组长，冯廷兵同志任
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责任人，各包村医生以及村卫生所负责
人为具体工作执行人，负责中医药健康服务日常工作的落实。

二、落实好中医药健康管理管理工作：

今年4月份开始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重点做好辖区人群
中65岁以上老年人档案中增加中医辨识内容，同时逐步开展
高血压、糖尿病、儿童中医药保健服务内容，具体完成发下
工作指标：

1、掌握辖区内65以上老年人口现状，根据规范要求，每年
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1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包括中
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养生保健指导，管理率暂定80%以上。

2、中医体质辨识。按照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记录表
前33项问题采集信息，根据体质判定标准进行体质辨识，并
将辨识结果告知服务对象。到年底完成中医药体质辨识占辖



区65岁以上老年人80%的计划，并将结果录入电子档案系统。

3、中医药保健指导。根据不同体质从情志调摄、饮食调养、
起居调摄、运动保健、穴位保健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中医药保
健指导，健康干预。

4、对辖区0——6岁儿童进行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健康干预
（包括健康咨询与指导）等中医药健康指导，具体内容包括：

（1）向家长提供儿童中医饮食调养、起居活动指导；

（2）在儿童6、12月龄给家长传授摩腹和捏脊方法；
在18、24月龄传授按揉迎香穴、足三里穴的方法；在30、36
月龄传授按揉四神聪穴的方法。

5、对辖区人群中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进行中医药健康服务不
少于一次，每年进行一次中医药健康管理随访，进行证候辨
识，传授简单的中医药保健技术，对不同证型的高血压、糖
尿病针对性的提供中医干预方案或给予健康指导。

6、所有中医药服务，均做好资料收集与录入告知服务人等工
作，对查出的疾病进行分析与治疗指导。

三、加强对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的考核

我院将根据绩效考核方案，不定期对包村人员以及辖区村卫
生所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整改，并要求及时时完成全年任务，年度进行2次考核，
结果与年度经费挂钩。

药学目标规划篇二

1.挑选合适的人才组建外联部。



在第八周进行部门招新，初步计划在填报外联志愿的同学中
招收六到八人，暂定时间为10月22日晚上8：40在校学生
会409办公室进行。由部长黄定武和副部长李硕主持进行。在
第九周或者第十周随校学生会再次进行部门招新，再次招新
时将为部门补充六到八名优秀的热爱外联工作的同学，具体
时间按照校学生会的统一计划确定。

2.整理上一届外联资料。

在10月26日前整理出上一届外联部的资料，包括上一届外联
部的财务帐务情况，上一届外联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上一
届外联部留下来的各大高校联系方式和商家资料。

3.出台部门制度

在11月2日前制定较为完善的部门制度，规范外联部成员的行
为。

4.联系学校其他学生组织

在校学生会新一届领导人的联系方式出来后，立即联系校内
的其他学生组织，并且交换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联系方式，工
作计划《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十一届学生会外联部上学期工
作计划》。同时进行初步的沟通和交流，为以后的校内合作
打好基础。

5.联系兄弟院校，进行校际交流

从10月26日开始联系北京的其他高校，交换新一届校学生会
主要领导人的联系方式，初步完成校际交流，建立初步的合
作关系，采用电话沟通、邮寄、电子邮件、登门拜访等方式
取得联系，重点交流和沟通院校为临近的外经贸、北服、北
化、女院、联大等学校以及以往合作比较多的首体、北体、
北外、北师、电子科技大学等院校。校际交流的工作要求贯



穿于整个外联工作全过程中。

6.联系*，筹备讲座事宜

继上一届外联部成功组织举办了*讲座并在校内老师同学中取
得极大的良好的反响后，二十一届外联部将延续上一届外联
部的成功经验，积极与*的老师取得联系，力求再次在学校举
办关于英语四六级考试或者大学生职业规划的讲座，为同学
谋取实实在在的福利，同时扩大外联部在学校和校学生会的
影响力。在10月22日开始与*的老师取得联系，尽可能的争取
在我校举行讲座，讲座时间预定为十一月中下旬。

7.联系商家，挖掘新的外联资源

从上一届外联部留下的商家资料中检索出可以继续合作的商
家信息，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系，寻求进一步的合作；同时积
极探索新的资源，扩大外联赞助的来源，为诸如元旦晚会等
大型校学生会活动提供资金和礼品等方面的支持。这部分工
作从10月26日外联工作开展时就要求开始着手，并且贯穿于
整个外联工作全过程中。

8.部门例会、团队建设

举行部门例会，计划在第八周、第十周、第十二周、第十四
周、第十六周举行五次部门例会，时间暂定为周末晚8：30
至10：00。在例会中总结上一阶段的工作，安排分派下一阶
段的工作，同时促进部门内部成员的交流和沟通，例会期间
安排合适的活动促进团队的合作建设。举行一到两次的团队
建设，增强部门内部的交流沟通，活跃部门内部的气氛。同
时也调动大家外联工作的积极性。

9.配合校学生会其他部门的工作

配合校会其他部门个工作，诸如送海报、送请柬、挂横幅、



晚会现场支持等。外联部将围绕以上主要工作内容开展工作，
力求完成工作计划，以团结，高效，发展为工作理念，带领
大家登上一个外联的新平台！

药学目标规划篇三

通过中医药知识培训学习达到：

1、带动中医科室引进、开展中医药新技术，培养中医药技术
骨干，有利于发挥中医药新技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优势。

2、全乡9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为农民提供安全、有效、便捷、
经济、适用的中医药技术服务。

3、提高乡村医生防病治病的能力。

二、培训内容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的《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成药）》《中成药临床应
用指导原则》内容制定讲义稿。

三、培训步骤

1、选派中医药骨干人员参加市、县各级组织的中医药知识培
训，

学习、引进先进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

2、组织举办全乡中医药知识培训讲座，推荐中医药技术。

3、组织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领导小组深入村卫生室，下村督
查，巡回指导。



4、组织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领导小组对全乡推广中医药适宜
技术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总结。

四、培训内容及教材

1、（1）《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2）《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成药）》

2、《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第二册第二分册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第二册第一分册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第一册

3、未培训到的部分相关人员自学。

五．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小组

组长：康荣禄

成员：张树峰、代三强、郭效琪、

六、考核:

每隔半年对所培训的内容进行一次考试

七、参加培训人员：

全乡44个村卫生室的乡医，以及在乡卫生院注册的助理医师
以上级别的所有医生。具体适合人群教材如下：

（1）《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
用指



南（中成药）》适合全乡所有的医师；

（3）《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手册》第一册系列适合于基层临
床类别的医师和以西医为主的乡村医师。

药学目标规划篇四

通过对全院护理人员的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的分层学习，达到
相应的能力要求，确保本院各级护理人员都能运用中医药的
知识与技能服务患者。

二、培训要求

（一）护理部

1、组织安排业务培训，专题讲课等6次／年以上。

2、强化《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组织护理操作技能
培训。

3、有计划分期选派有一定年资的护理人员参加上级医院组织
的各类*、培训班、中医基础提高班等。

4、中医操作培训项目

（1）基础操作6项：艾灸法、拔火罐、刮痧法、熏洗法、中
药雾化吸入法、中药保留灌肠法。

（2）专科操作技能：各病区根据专业特点，确定专科考核项
目。

（二）病区

1、月组织1次业务培训，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知识、中医专科



专病知识。

2、护理查房每季1次，有护士长／责任护士／带教老师主查。

三、分层培训计划

（一）护士：取得注册护士执业证书的护士。

1、培训目标：

（1）进一步巩固基础理论与技能；

（2）加强中西医专科理论和专科技能培训；

（3）熟悉并正确应用中医护理常规、技能操作规程；

（4）逐步掌握危重疾病基本知识和中医技术操作规程。

2、培训内容

（1）国家卫生、中医药工作基本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

（2）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3）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

（4）急、危、重、疑难病基本知识和中医护理技能。

3、培训计划

（1）巩固“三基”知识，扎实基础理论的掌握。

（2）进行危重技术操作技能的学习；

（3）鼓励支持年轻护士参加各类知识技能竞赛活动，不断完



善自身素质；

4、具体安排与考核

讲课内容

培训形式

主讲人

学时数

（二）护师：注册护士，已取得护师职称者。

1、培训目标：

（1）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熟练运用中医护理常规、
技术操作规程；

（3）注重专科护理技术能力的培养。

2、培训内容：

（1）国家卫生、中医药工作基本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

（2）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3）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

（4）急、危、重、疑难病基本知识和中医护理技能。

3、培训计划：

（1）护理部有计划安排中医知识、中医专科专病的专题业务
讲座。



（2）选送外出参加各类业务培训、专题交流等，加强中西医
专科知识的培养。

（3）学习危重技术操作技能，提高危重病人的抢救能力。

（4）承担院内或科内中西医业务讲课1—2次／年，或中西医
护理查房1次／年。

药学目标规划篇五

一、完善中医药发展政策机制。认真贯彻实施《中医药法》和
《安徽省发展中医条例》，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举办专题培
训班。落实《安徽省贯彻〈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20xx-2030年)〉实施意见》，制定《马鞍山市中医药发
展“十三五”规划》。召开市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理顺中
医医疗服务价格，探索建立公立中医医院分类补偿政策机制。

二、持续深化中医药改革。推动含山、和县、当涂县中医院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和优势病种支付方式改革，落实慢病分
级诊疗中医药技术规范和基层中医药服务包，推进中医师签
约服务。推进县中医院牵头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做好县域内
其他医供体中医药服务有效供给的途径和方法。落实中医药
特色专科联盟试点工作。实行中医诊所备案制管理，组织师
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认定上报工作。继续推进市
中医院建立有利于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分类补偿机制试点。
落实中药饮片(配方颗粒)联合采购工作。推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工作。

三、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实施中医药“四名”(名院、
名科、名医、名药)工程。市中医院开展示范中医医院建设工
作。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
雨山区开展创建全省、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市人民
医院和其他各综合医院积极争创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
范单位;新增12个基层中医馆。以市中医院为先导，全面提升



全市中医院治未病能力建设，积极开展治未病健康服务。

四、加强中医药质量控制工作。建立健全中医医疗质量控制
组织体系和制度建设。开展基于中医临床路径管理的专科专
病质量和费用的监测评价和公示，组织开展实施性中医临床
路径培训工作。支持中医各市级质控中心开展工作，实现质
量控制和评价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市中医药学会作用，组
织开展学术交流和竞赛活动等，提高会员业务水平。认真落
实中医病案首页数据填写质量规范、质量管理与质控指标和
质控考核工作。

五、做好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强化师承教育，大力培养中
医药人才。加强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基层名中医专家工
作室建设。推进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支持养生
保健、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中医药职业技能和健康服务专
门人才的培养。认真落实以中医药适宜技术为重点内容的国
家级和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六、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具有专科特色
的民营中医机构，引导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开展公立
中医院与养老机构的深度合作,畅通中医药医养结合发展的绿
色通道。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促进中医药与健康养老、
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

七、加大中医药文化传播力度。弘扬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加
大中医药社会宣传力度。规范中医馆中医文化建设。组织开
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活动，实
施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推进行动。大力开展中医药科普活动,
提高大众中医药健康素养。继续开展中医药服务进社区、进
农村、进家庭的“三进”工程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加大中医
药文化的宣传力度，将中医药文化融入到诊疗行为的全过程。

八、加强中医药行业作风建设。大力弘扬以“大医精诚”为
核心的中医药职业精神，按照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要求，全



面落实医疗卫生行业建设“九不准”,坚决打击抵制医药购销
领域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认真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和省卫
生计生委《关于开展强化医疗便民惠民服务认真解决群众反
映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方案》，推出中医药便民惠民新举措，
使人民群众共享中医药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