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工作总结集合(精选8篇)

律师工作总结是对一段时间内律师工作表现的概括和整理，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小编精选了一些优秀的教研成果，供
大家参考学习。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一

通过改变公卫工作方式，改进公卫考核方案，调动了大家的
积极性，促进了公卫工作有效开展。中心利用办理居民健康
卡的时机，为全镇更新完善居民健康档案6280份，发放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信息宣传单12000余份，提高了辖区群众的
知晓率和健康档案的真实性。其他公卫项目按常规开展，在
区卫计委基妇科的指导下,项目质量较过去明显提升。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二

义务献血是一种奉献爱心的行动，今年市下达给我镇献血任
务数为170名，比往年增加了40名，而且增加了现场谷丙转安
酶的检测，这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完成任务的难度。
针对新情况新特点，本办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制定下发文
件，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定片定企领导和定村干部及村、企事
业单位。党政领导带头参加义务献血，为全镇适龄公民作出
了很好的表率，在各村、企事业单位及机关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今年实际献血数187名，完成量110%。

（二）扎实做好血防工作

根据市血地寄防会议精神，今年我镇查螺面积是150万?，查
螺工日数1800个，巩固灭螺面积44万?，篁里村被列为xx市监
测点。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召开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
站相关人员及村主任会议进行传达布置，将任务分解到各村，



并进行了查灭螺业务培训。经过各村普查，今年在篁里村、
横山村、白塔村、大贤岭仍然发现了钉螺存在，尤以篁里村
较为严重，且牵涉的库塘较多，这给灭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
难度，我们一方面邀请市血防科专家进行指导灭螺，一方面
协调市镇村三级与养殖户进行协调，确保在不影响鱼苗生长
的前提下进行药物灭杀。据统计，今年共调查环境124条
块198.2万?，调查框数16230框，投入查螺工日2759个。在查
清螺情的基础上抓住有利时机，在血防科的指导下，组织灭
螺专业队实施药物灭杀，用药1038公斤，灭螺面积26万?，并
对10人进行了血吸虫病检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效地控
制了螺情的扩展蔓延。

（三）严格落实食品药品安全责任制，做好监管工作

1、签订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书，制定下发工作计划和预案。按
照市食药安委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要求，镇食药安办结
合实际情况制订了全年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同时结合食品
药吕安全工作的特点健全了我镇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并与村、涉药机构、餐饮单位和食品加工企业签订了责任书。

2、加强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具体做了五方面的
工作：一是利用4月份爱国卫生月和健康教育宣传月及6月份
食品安全宣传周契机开展广场宣传活动。二是与创建国家卫
生镇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三是借助媒体进行宣传。
四是利用横幅、宣传栏进行宣传。五是结合重大活动进行宣
传，如素博会等。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使全镇人民的食
品药品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高。

3、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监管工作。在元旦、春节、“五一”、
素博会、“国庆”、学校开学及创卫期间，会同市卫监、质
监、工商、农林等部门对辖区内的食品加工制售企业、餐饮
单位、集体食堂、农贸市场、药品零售店等进行食品药品安
全专项检查。重点对食品药品的采购、索证取证、原料的储
存保管、卫生状况、供餐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等环节进行



检查，对在检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适时提出整改意见，督
促业主及时办理健康证和卫生许可证，全年办理健康证500多
张，新办和年检卫生许可证40余份，并与45家食品生产加工
企业签订了食品安全告知承诺书。

4、巩固食品小作坊整治成果。在往年成功整治的基础上，我
们毫不大意，对全镇63家食品生产小作坊和现场制售食品点
涉及9种类型又进行了回头看，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联合执法，
整治食品质量卫生安全突出问题；树立诚信经营，提高安全
食品的市场占有率；并强化对肉制品、水产品、豆制品、调
味品、腌制品等重点食品的监管。在食品安全事故高发期，
镇食安委定期组织卫生、城管、农林、工商、公安等部门进
行检查，把好病从口入关。

5、开展药品市场整治，规范药品市场经营秩序。在巩固药品
安全示范镇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做好日常监管工作。全镇目
前共有药品零售店5个，医院1个，个体诊所2个，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9个，我们积极配合药监和卫监部门定期检查和执法，
从药品采购到销售，全程监管，并逐户签订了责任书。协调
公安、城管力量，对游街串巷、无证无照经营和销售假药劣
药的行为严厉查处和打击，营造药品真实无欺的消费环境。

（四）注重实效，国家卫生镇创建和省卫生村复审取得成功

作为政府实事工程之一，国家卫生镇创建在今年进入实质性
的攻坚阶段。党委政府决心坚决，多次召开推进会和迎检部
署会，提出了“全镇动员、全民参与、真抓实干创建国家卫
生镇”的奋斗目标，镇创建办也积极与市局爱卫科联系，取
得业务上的技术支撑。镇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及村、驻镇站
所、学校等数次走上街头，开展环境整治活动，为群众起到
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投入数千万元对镇区基础设施加以改造。
通过环境整治、道路改造、清淤拆违、污水纳管、资金投入、
完善体系、营造氛围和督导整改等，镇容镇貌得到明显改善，
按照由下自上的顺序，依次通过了宜兴、无锡、省的明查暗



访，并针对通报的问题，进行创建再动员，逐一改进，一鼓
作气于10月15日顺利通过国家级暗访，取得了创建成功。

五圣村、横山村高度重视省级卫生村复审工作，开展了彻底
的环境整治，完善了相关台账，镇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注重
加强监督和指导，通过扎实的工作，两个村全部通过复审验
收。

（五）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努力营造优美人居环境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工作网络。年初及时调整了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由镇长任主任，分管副镇长任副主任，
相关单位负责人任成员。各村、企事业单位也健全、完善了
爱卫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构建了严密的工作网络。制
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建立了爱国卫生工作责任制，形成了
分管领导负责抓、业务部门具体抓、各部门协调抓的良好局
面。

二是结合爱卫月契机，开展好系列活动。一是协调镇青年义
工站组织数十人的宣传队，在文体中心广场、元上爱民广场
开展了以“美丽中国，健康生活――摈弃乱扔、乱吐、乱画
陋习”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二是利用健教专栏、宣传资料、
横幅、展板、有线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三是组织机关、村、
企事业单位参与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四是邀请常州第四制药
公司学术部专家定期来我镇举办广场义诊和讲座。

三是深入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和传染病防控工作。我镇高度重
视除“四害”工作，将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与创建国家卫生镇
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多形式、多渠道向广大群众宣传“四
害”的危害，掌握科学有效的防制方法。按照“环境治理为
主，药物消杀为辅，标本兼治”的原则和“统一组织，统一
药物，统一时间”的要求，开展了以控制和消除孳生地为主
要内容的大规模病媒生物防制行动，将“四害”密度控制在
国家规定范围之内，全年累计发放灭鼠药6000多包，灭蟑



药1000多包，新修灭鼠暗匣160只，设置捕蝇笼26只，投放鼠
夹笼36只，清理四害孳生地165处。

督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西渚医院加强传染病特别是
肠道传染病的监测、报告，做好农村、学校、幼儿园及流动
人口聚居地等重点地区、场所和人群的疫情防控工作，在中
心开设了发热门诊和肠道传染门诊。

（六）积极做好社区基本医疗和公卫服务工作

1、基本医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各服务站门诊2.26万人次，
业务收入121.04万元，人均处方53.55元，较西渚医院人均门
诊处方（157.15元）便宜100余元。全年无重大医疗差错及事
故发生，并完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信息化管理工作。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医生签约8481户24602人，建立
居民健康档案25327份。预防接种3733人次。幼儿园免费体
检400余人次，入托体检100余人次。中小学生体检1200余人。
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1200余人次。孕产妇建卡153人，规
范体检153人，住院分娩182人次，无母幼安全事故出现。举
办各类健康教育讲座12次，各站讲座42次。为2400余人65周
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免费体检。规范管理高血压2702人,糖尿
病674人。对43名辖区重性精神病人进行了规范管理，配合民
政部门对他们进行了免费体检。全年报告传染病人68例，
对40例疫点进行了规范处理。办理健康证500余人次。完成筱
里村慢病基线调查400余人。完成了五圣村、白塔村、篁里村、
西渚村预防接种入户调查及篁里村死因调查工作。配合疾控
中心完成了蜱虫病疫点查访。

3、基本药物：采购使用基本药物103.71万元，涉及品规214
种，中心及所辖各站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无非基本药
物采购、使用情况。发生药物不良反应两例，均通过网络平
台及时上报，并妥善处理。



（七）认真做好新农合工作

由于医保基数调整，今年我镇参加20xx年度合作医疗16410人，
镇财政配套资金2949480元，较往年要多支出近70万元。全年
为参保群众免费代办医保卡93人次，对来访群众耐心细致地
做好政策解答，并按上级要求认真做好大病救助和医疗报销
工作。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三

社区居民号楼属于销售处搬迁楼，该处居民属于农转商住户，
由于居民年数较大，早年在楼前楼后搭建了柴棚导致下水道
化粪池被压，下水道的堵塞成为了遗留问题，在今年x月份，
社区联合“x”活动，请了专业清理下水道化粪池人员人，动用
台车，花费余元免费为居民解决了遗留问题，共清理了垃圾
余吨。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会做好下半年工作计划，争
取将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好。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四

浚州社区专门成立了以院长任组长的居民健康档案工作领导
小组，加强整个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工作组织领导，制定了操
作性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成立专门建档工作小组和居
民健康体检小组相互积极配合采取进入户调查统一体检服务
的方式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建档工作。

加强人员培训，强化服务意识。为确保居民健康档案保质保
量完成，浚州社区对每一名参与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多次业务培训，让每一名工作人员熟悉各项工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熟练掌握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程序。

截止20xx年11月底，浚州社区共为28村居民建立家庭健康档
案纸质档案6363户，23908人，并把纸质居民健康档案完善合
格录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进行规范化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五

20xx年沙头中心面对洲上的两家兄弟单位一是被苏北医院托
管挂牌”苏北医院李典分院”,二是头桥与红桥合并建成医养
中心所带来的发展压力,无论是整体环境,还是医疗技术水平
沙头中心均无法与两家相比,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当前及今后自
身发展的新路子,是我们沙头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必须深入思考
并为之不懈努力的奋斗方向，今年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六

坚持预防为主方针，针对薄弱环节，认真查漏补缺，狠抓工
作落实。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以霍乱、人禽流感、艾滋病、
结核病等为重点，加强了疫情监测。地方病防治工作，重点
对血吸虫病、地氟病等开展防治技术指导工作，大力推进血
吸虫病防治工程，组织开展了群众性查螺灭螺工作，全年共
出动1万余人次，灭螺x余只，有效地降低了发病率。对各医
疗机构发热呼吸道门诊和肠道门诊，按照规范化要求进行改
造或完善，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尽早控制传染源，严防疫情扩散。严格执行重大疫情
信息报告程序，提高了监测质量。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七

我们坚持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主线，狠抓了两个方面的改
革工作。一是抓好卫生院运行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医疗机
构产权制度改革，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严格人员准入制
管理，积极探索试行院长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组织开展了
调研活动，从我区区情和卫生系统实际出发制订了改革方案。
认真组织实施，取得预期效果。二是抓好卫生监督体制改革，
根据“划片设置，垂直管理”原则，启动卫生监督派出机构
建设，报请区编委办同意，4月份开始在x搞试点，x月份完成，
达到预期目标，下半年在全区铺开，取得初步成效。在引导



民营医院发展、引进高素质人才、培养农村卫生工作人才方
面，也取得新的进展。全年共引进专业人才x人，先后举办农
村卫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专业培训各x期，参训x人，进一
步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的专业素质，优化了人员结构。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总结篇八

我中心根据通知要求，于4月13日前领回iptv互动教学系统和
培训教材，有公共卫生科具体实施培训工作。在4月14日通知
乡村医生于4月16日9时学习培训。在培训开始时，中心主任
作了重要讲话，要求认真学习公共卫生培训的有关知识内容，
便于在今后工作过程中能顺利应用，并做了开班前测试，提
高公共卫生服务素质，做好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