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工作计划及达成措施(优质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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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工作计划及达成措施篇一

一．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成立以院长为组长、分管院长为副
组长、基本公共卫生科主任、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及各村村医
生组成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二、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活动以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为切入点，
推出合理膳食和身体活动的指导工具，设计与居民日常工作
生活密切相关、简便易行、能长期坚持、效果明显的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方案，开展创建健康社区、学校、医院、企业活
动，以“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为口号，倡导“121”健
康理念，即“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健康一辈子”，让广大居民自觉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逐步提高身体素质。

二． 具体活动方式

1.召开村医生会议，对村医生进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培训。

2.围绕减盐、示范食堂、身体活动干预、控烟等设立全
民2013年“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健康主题活动。

3.围绕世界无烟日、全民健身日、全国爱牙日、全国高血压
日、世界糖尿病日等选择活动主题，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宣传活动。



1． 机关、企事业单位创建促进身体活动的支持性环境，落
实工作场所工间操健身制度，每人每天不少于20分钟（覆
盖30%单位）。

2． 群众社区健身活动，社区有3个以上群众性健身活动团体，
每月至少组织开展1次活动。

3． 每天动动量达到6000步以上成年人达35%以上。4． 引导
食品生产企业开发和生产低糖、低脂和低盐等有利于健康的
食品，推广食物营养标签，通过健康教育宣传合理膳食知识，
科学指导人群合理营养、平衡膳食。

5． 卫生院全面实行禁烟，开展开烟单位创建工作。6． 组
织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示范社区、示范单位、示范食
堂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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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及达成措施篇二

为了加强对我科医疗废物的管理，防止医疗废弃物意外泄露
后造成的环境污染、人员伤亡以及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医疗废物管理秩序，根据
《_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我院实际，制
定本方案。

组长：医院有关负责人

成员：后勤服务中心、医院感染管理科、护理部、医政办等
部门领导（科主任、护士长），药学部主任、放射科主任、
检验科主任、病理科主任、医疗废物收集管理员。



领导小组负责对事故处理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确定流
失、泄露、扩散医疗废物的类别、数量、发生时间、影响范
围及严重程度；尽可能减少对病人、医务人员、其它现场人
员及环境的影响。

领导小组下设4个分组对发生医疗废物泄露、扩散的现场进行
处理

1、抢救组：由门诊及住院部医务人员组成，负责将现场受伤
人员进行抢救及转运。

2、现场处理组：由相关负责人对泄露现场进行消毒处理工作。

3、专家评估组：由医院专家组成，负责对泄露现场和伤亡人
员病情进行评估。

4、后勤保障组：由财务科及后勤人员组成，负责应急处理所
需的个人防护用品、消毒器械的采购和日常维护工作。

当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按照以
下要求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1、确定流失、泄露、扩散的医疗废物的类别、数量、发生时
间、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

2、组织有关人员尽快按照应急预案，对发生医疗废物泄露、
扩散的现场进行处理；临时放置警示牌，固体物品应立即收
集到黄色医疗废物包装袋内。

3、当受到明显污染时，先用吸湿材料去除可见污物，然后
用1000—2000m几l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应当尽可能减少对
患者、医务人员、其它现场人员及环境的影响。

4、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泄漏及受污染的区域、物品



进行消毒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必要时封锁污染区域，以防
扩大污染。

5、对感染性废物污染区域进行消毒时，消毒工作从污染最轻
区域向污染最严重区域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所有使用过的
工具也应当进行消毒。

6、工作人员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后进行工作。处理工作结
束后，应对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1、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泄漏物及受污染的区域、物
品进行消毒或其他无化处置，污染或可疑污染处
永1000200m几含氯消毒剂喷洒消毒，停留30分钟后再做处
理。必要时封锁污染区域，以防扩大污染。

2、对感染性废物污染区域进行消毒时，消毒工作从污染最轻
区域向污染最严重区域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所有使用过的
工具用200吗g几l含氯消毒剂喷洒消毒。

3、工作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戴口罩、帽子和手套，
进行工作时应避免用污染的手套接触其他物品，以避免污染
环境。

1、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露、扩散和意外事故后，应在48小
时内向市卫生局和环保局报告。

2、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1人以上死亡或者3人以上健
康损害、需要对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时，在24
小时内向市卫生局和环保局报告。

3、调查处理工作结束后，及时将处理结果报告给卫生局和环
保局。



1、立即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联系，查明情况，并书面上
报环保、*门。

2、对暂存场所超期存放的医疗废物要使用国家规定的容器存
放，确保安全。

3、立即上报医院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对超期存放的医疗废物
定期进行消毒，并建立消毒记录。

4、杜绝医疗废物露天存放，做好“三防”工作。

5、由医院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防止医疗废物流失，并做好
值班记录。

6、执行日报告制度。

7、发生职业暴露事件后，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工作计划及达成措施篇三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成立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基本
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及各村村医生组成的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二、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活动以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为切入点，
推出合理膳食和身体活动的指导工具，设计与居民日常工作
生活密切相关、简便易行、能长期坚持、效果明显的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方案，开展创建健康社区、学校、医院等活动，以
“和谐我生活，健康紫阳人”为主题，即“日行一万步，吃
动两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健康一辈子”，让广大
居民自觉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步提高身体素质。

三、具体活动方式



1、召开村医生会议，对村医生进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培训。

2、围绕控盐、示范食堂、身体活动干预、控烟等设立全
民2012年健康主题活动。

3、围绕世界无烟日、全民健身日、全国爱牙日、全国高血压
日、世界糖尿病日等选择活动主题，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宣传活动。

4、以发放宣传资料方式进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

5、利用信息、广播进行宣传。

6、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每村1名。

7、有针对性的开展个人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四、工作指标

1、机关、企事业单位创建促进身体活动的支持性环境，落实
工作场所工间操健身制度，每人每天不少于20分钟。

2、群众社区健身活动，社区有3个以上群众性健身活动团体，
每月至少组织开展1次活动。

3、每天动动量达到6000步以上成年人达35%以上。

4、引导食品生产企业开发和生产低糖、低脂和低盐等有利于
健康的食品，推广食物营养标签，通过健康教育宣传合理膳
食知识，科学指导人群合理营养、平衡膳食。

5、卫生院全面实行禁烟，开展开烟单位创建工作。

6、组织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示范社区、示范单位、示
范 食堂创建工作。



高桥镇中心卫生院 2012年8月10日

工作计划及达成措施篇四

(2)努力提前完成教学任务，为明年提供更多的复习时间，为
中考复习作好充分的时间准备。

特制订如下计划：

一、搞好集体备课，认真钻研教材教法，把握重点、难点、
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二、加强教育的思想性，根据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精
神，在本学期的英语教学中，要加强德育的渗透，寓德于教。
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培养遵
章守纪、勤学好问的品质。

三、充分把握教材特点，加强教育的条理性

1、 有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已知到未知循序渐进地安排上
课顺序。

2、 有条理地安排教学内容，不断复习，多次循环，逐步扩
展和加深。

3、 在用中学，积极地运用语言。

4、 以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寓教于乐，并能
使他们学以致用。

四、加强英语教学的听力训练

1、课堂用语;



2、注意新语言的发音;

3、利用好录音带;

4、作好听力练习;

5、定期进行听写训练。

工作计划及达成措施篇五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我市卫生局
成立了以局领导为组长的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的领导小组，制
订了行动方案，逐条明确分工，为各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服务
提供了组织保障。

1、各医疗机构严格贯彻执行医疗卫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和
法律法规，做到依法执业。

2、加强院内科室能力建设，做到专业设置、人员配备合理，
抢救设备设施齐备、完好。

3、要求一定要规范消毒、灭菌、隔离与医疗废物管理工作，
有效预防和控制院内感染，为患者提供清洁卫生的医疗环境。

4、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同时定期做安全检查，积极整改
落实质量检查发现的问题，做好提高安全工作。

1、各医疗机构对本院服务流程进行优化，简化环节，让功能
科室布局更加合理，方便患者就医。

2、执行“一医一患一室”诊查制度，在门诊诊室、治疗室、
多人病房设置私密性保护设施，不在住院患者床头卡写入院
诊断，除监护病房外，杜绝男、女患者同室现象。



3、为病人提供清洁、舒适、温馨的就诊环境和便民服务措施，
有便民门诊，有候诊椅，有饮水设施。

1、医护人员自觉维护病人的权利，充分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