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班组质量管理提升方案(优秀5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不断提升
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班组质量管理提升方案篇一

1、实行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严格按照(医师法)规定的范围执
业。

2、新进人员岗前教育，必须进行医疗卫生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制度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及医疗质量管理等内容的学习。

3、不定期举行全员质量管理教育，并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考试
内容。

4、对违反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技术操作规程的人
员进行个别强化教育。

5、各科室医疗质控小组应定期组织本科的人员学习卫生法规，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及医院有关规定。

6、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定期对各类医务人员进行“三
基”、“三严”强化培训，达到人人参与，人人过关。要
把“三基”、“三严”的作用贯彻到各项医疗业务活动和质
量管理的始终。医护人员人人掌握徒手心、肺复苏技术操作
和常用急诊急救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

7、建立医务人员医疗技术缺陷档案。



班组质量管理提升方案篇二

(2)自律部设计消费(包括网购)和消费观的问卷(20题)；

(二)活动流程

(1)活动当日下午5:30自律部以及相关人员到达并开始布置会
场；

(2)6:30―7:30表演人员到场拷贝课件以及音响调试；嘉宾和
观众入场；

(3)7:15开始发放调查问卷，并说明结束后将问卷交到台上；

(4)7:30活动正式开始(第5和第6个系的表演之间留40分钟左
右的间隔时间)；

(7)回收问卷，并进行分析(结果可体现在宣传板块上)；

(8)活动总结。

班组质量管理提升方案篇三

人力资源部

根据公司有关开展“质量管理风暴，开拓市场和企业管理新
局面”的部署和有关要求，着眼于推进公司产品质量改进和
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水平，紧紧围绕“没有质量的产品就没
有市场，没有质量的企业就没有生命力”这一主题，人力资
源部将展开一系列提升部门工作人员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的
活动。

一、提出“质量提升”宣传口号，展开大讨论活动



以公司“质量管理风暴”为契机，在部门全体员工中进行宣
传，要求部门所有员工提出“管理质量提升”的口号并进行
评选，择优选择三条制作成宣传栏或横幅，营造“质量提
升”氛围。同时，每月进行一次有关“管理质量提升”的大
讨论活动，总结“管理质量提升”经验并进行宣传，纳入部
门每名员工的考核之中。

二、整顿部门内务，依据质量管理体系要求重新设定每个岗
位工作职责

按照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结合部门工作职责，重新划
分、明确部门各个岗位，每名员工的岗位工作职责，修订岗
位说明书，并根据岗位职责说明，制定岗位考核目标，要求
部门管理工作保质、保量、按期完成。要求：

（1）招聘工作

到一定控制，招聘管理活动制定相应预算并严格控制；

2、临时招聘人员符合用工单位要求，及时到位，资料完整，
符合岗位需求；

3、人员招聘工作效率提升，拓展招聘渠道和信息来源，提高
中高级人才招聘力度。

（2）培训工作

（3）薪酬管理工作

2、认真做好公司各部门每月核发工资与财务部实际发放工资
的对账工资，并做好工资统计报表。

（4）定额管理工作

2、定额重新核定工作按照定额核定计划要求，如期完成，尽



量

做到标准统一、符合实际。

三、提升人力资源服务质量

根据公司生产大纲和季度、月度生产计划的要求，服务于生
产。提高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入公司各单位（部室），了解
员工情绪，主动解决劳资纠纷，避免问题扩大化。

班组质量管理提升方案篇四

为保证我区市场药品质量，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根据
《市药品、医疗器械和药用包装材料质量抽验程序》以及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年市药品、医疗器械和药包材质
量抽验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区药品质量监控的实际
情况，特拟定区年度药品质量抽验实施方案，计划如下：

遵循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今年重点加强药品生
产企业、质量薄弱环节和重点品种抽样的针对性，切实提高
发现药品存在质量隐患的能力，充分体现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的目标和效能。

（一）全年计划药品监督抽验数为500件，抽验对象为区内饮
片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医疗机构以及零售药店，其
中420件按比例落实到具体单位，另外预留80件作为机动。

（二）药品生产企业（包括原辅料）的日常监督抽验由市局
和分局按《年本市药品生产企业监督抽验计划》（另行下达）
组织实施。

（三）专项、评价抽验根据需要由市局安排另行组织。



（四）xx年度发生过药品质量问题的单位作为重点抽验对象。

根据国家局要求和本市监管实际与药品的特点，对以下产品
重点进行抽验：

（一）近两年转制、法人变更和主要管理层人员发生变化的
药品批发企业的产品；

（二）05版药典提高标准的品种；

（三）高风险品种（注射剂、大输液、生物制品等）；

（四）近两年各级药品质量抽验不合格企业的品种；

（五）不良反应较多的产品；

（六）本市医疗机构集中招标采购以及本区统一采购的品种；

（七）降价幅度较大的品种和同种价格相差悬殊的低价药品。

全年计划抽样构成比例：公立医疗机构151件，占36%；药品
批发企业（含饮片生产企业）45件，占11%；零售药店104件，
占25%；民办医疗机构100件，占24%，医保内设医疗机构20件，
占5%；机动80件作为涉案抽样、专项抽样。

药品抽验比例为：饮片:中成药:西药比例为：04：3.6
（+0.5）：6（+0.5）（医院制剂、饮片生产企业抽验不列入
上述比例范围）

（四）有效提高单体药房的监管，抽样覆盖率达100%，平均
每家抽样2件；

（一）由分局向被抽验单位发出《年度药品质量监督抽验计
划书》；



（二）抽验前，先由分局向被抽验单位发出《药品抽样指令
单》；

（四）对被抽验单位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填写“药品抽样
现场检查情况表”；

（五）被抽验的检品输入抽样系统，然后送指定的药检所检
验。

（二）为有效确保本年度药品抽验工作任务高效、及时、保
质保量地完成，分局严格落实专人负责本年度的药品抽验工
作，在药品抽验工作运行上达到“三性”即规范性、合法性、
公正性。

（五）分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药品质量的“追踪溯源”工
作，对药品不合格的原因进行分析，帮助和促进被抽样单位
完善质量管理，提高监管水平和能力。

药品依法监督抽验不收取费用，药品质量监督抽验结果由市
食品药品监管局以质量公告形式公布，对涉嫌不合格药品的
由我分局依法查处。

班组质量管理提升方案篇五

重点是“改、培、保、控”四字要领。“改”:改良土壤。针
对耕地土壤障碍因素，改良酸化、次生盐渍化土壤，改善土
壤理化性状，改进耕作方式。“培”:培肥地力。通过增施有
机肥，实施秸秆还田，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开展测土配方
施肥，补施钾肥和钙镁硅硫钼硼等中微量元素肥料，平衡土
壤养分。通过粮豆轮作套作、固氮肥田、种植绿肥，实现用
地与养地结合，持续提升土壤肥力。“保”:保水保肥。通过
耕作层深松耕，打破犁底层，加深耕作层，改善耕地理化性
状，增强耕地保水保肥能力。“控”:控污修复。控施化肥、
农药，减少不合理投入数量，阻控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控



制农膜残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