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
优秀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写总结的时
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一

成立了传染病各项专项防治小组，建立健全传染病登记报告
制度、自查制度、奖惩制度、管理制度、分管领导及相关人
员职责。

首诊医生能够按照法定传染病报告时限填写传染病填报传染
病报告卡、按流程报告、网络直报人员立即进行网络报告。
每月深入各个科室进行传染病督导工作及自查工作。并将针
对出现问题进行立即处理和整改措施，认真完成传染病管理
自查工作。各科室传染病做到单独登记、登记和网络信息一
致。

做好医院传染病疫情管理和报告工作，落实了进行24小时网
络直报，认真贯彻落实《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制定健全的
社区感染制度、传染病登记和报告制度。

每月通报疫情报告情况，发现漏报及时补报。并按照传染病
管理相关制度，对违反相关条例的科室和个人进行处理，全
年度传染病疫情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做得好的给予
一定的奖励。

加强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意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开
展医务人员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通过对全体医护人员的培



训，大家对传染病防治得到高度重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营造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

利用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宣传染病防治知识，门诊、
病房的宣传栏定期举办传染病防治知识专栏，根据传染病特
点和季节性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发放宣传小册子，宣传
《传染病防治法》等，提高人民群众的防病知识能力。举办
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栏。

在今后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中，我科将继续努力，扬长避短，
进一步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
增强全民的防治意识，组织形式多样的防治传染病及相关知
识的培训和健康教育活动，做好重点传染病的防控和管理工
作，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
的贡献。

金象社区卫生服务站

xxx年12月20日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二

按要求我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的传染病
防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免疫规划办公室，负责日常工
作，各村村卫生室人员负责本村业务工作及疫情检测，具体
分管预防任务，做到层层分工，落实责任到人。根据需要制
定了相关工作制度，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及应急预案等，同时
强化疫情监测，随时动态监测可能发生的疫情，确保了无大
疫情的发生。

我院对全体职工及所有村医进行传染病相关知识的培训，开
展传染病例会1次，结核病知识培训1次。特别强调常见传染
病的传播途径，临床表现及危害，疫情发现及登记管理，随
访等工作，掌握治疗原则等，确保发生疫情能及时得到控制。



通过培训，加强村医对传染病知识的防治及管理工作。

提高群众的防病知识，充分利用村卫生室的健康教育宣传工
具，学校及周围群众讲座的方式，大力开展卫生科普知识，
特别宣传以防为主的目的，让群众更进一步认识传染病防治
的重要性。还利用各种会议等进行有效的宣传。并在我院门
前led屏、宣传栏做传染病知识宣传，增强群众的卫生知识，
提高防病意识，养成良好的日常卫生习惯。加强四季常见传
染病知识宣传，杜绝传染病的发生。

每月按照上中下旬的方式对医院门诊登记、住院登记进行传
染病监测，查看有无传染病，相关登记是否规范。对发现的
问题要求及时进行整改。我院共接诊46940人，共登记上报传
染病6例，卫生院上报6例、村卫生室上报0例。其中手足口
病2例、水痘3例、流行性腮腺炎1例。每年不得少于两次次传
染病督查工作，共督导1次，要求村卫生室做好疫情监测的同
时，开展诊疗的村必须做好门诊登记，发现传染病及时上报，
不定期对村卫生室门诊登记进行查询。对督导存在的问题，
及时要求村医整改。全年无霍乱等重大传染病发生。

传染病办公室继续搞好日常结核病管理工作，共计患者11例，
其中涂阳患者0例、涂阴11例。搞好重点传染病管理工作。共
随访指导手足口病患者33名，流行性腮腺炎2例。处置调查聚
集性疫情一例，及时摸底调查，做好消毒防控指导。

开展我镇部分学校传染病相关知识讲座，学校及托幼机构传
染病疫情防控指导。我们对所有发现的传染病病例，都及时
组织人员进行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把很多传染病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控制了各类传染
病疫情的扩散蔓延，保护了全镇人民的身体健康。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三

为进一步深化爱国卫生工作在传染并防控中基础性作用认识，



认真落实《四川省爱国卫生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全乡
实际，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秋冬季传染病领导小组，按照
“条块结合，以快为主，条条保证，快快落实”的属地管理
原则，对我乡开展秋冬季传染病防控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将
责任任务分解到个人，重点对学校、医院、公路、群众聚居
区、垃圾池附近等周边环境进行环境治理，彻底解决“脏、
乱、差”突出问题，达到“整洁、卫生、优美”，预防疾病。

1、突出重点，综合整治。组织全体乡、村干部和中心校教师
加大对道路交通清洁，垃圾池、下水沟的卫生打扫，把场镇
卫生院医生和乡村卫生院医生结合起来，大力发动群众清除
卫生死角、捡拾白色垃圾、疏通阴沟淤泥，搞好畜栏禽舍卫
生。

2、加强食品监督，防治病从口入。由分管领导牵头组织人员
对饮水源进行检查，严把饮水质量关，管好水源，严格水质
消毒程序，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检查场镇商铺食品，严防
假冒伪劣、霉烂变质、有毒有害食品和过期食品上市，对不
符合要求的及时处理，限期整改。

3、加大除“四害”力度，强化病媒生物防制。深入开展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认真履行“五统一”、“四不漏”原则，
彻底清除四害孳生场所，还加大了对乡政府办公场所、学校
等人群集中地方的环境卫生消杀力度；派专人及时购回了灭
鼠毒饵并下发到村民手中，组织开展蚊、蝇、蟑螂消杀活动，
消除“四害”滋生场所，做好灭鼠和环境消杀活动，防止病
菌的孽生和传播，切实保护了群众的身体健康。

切实抓好食品卫生监督，严把“病从口入关。由分管领导牵
头组织人员对饮水源进行检查，严把饮水质量关，管好水源，
严格水质消毒程序，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检查场镇商铺食
品和药品，严防假冒伪劣、霉烂变质、有毒有害食品和过期
食品、药品上架，对不符合要求的食品、药品及时处理，限
期整改，为全乡群众打造一个干净、整洁、卫生的居住环境。



充分利用院坝会、宣传栏、横幅、黑板报、电子显示屏等多
种形式向群众大力宣传《健康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和《省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市除四害工作管理规定》
等环境与健康、卫生与防病相关卫生防病知识以及法律法规；
大力宣传食源性和水源防治知识，增强群众的防病意识；宣
传节日期间合理膳食，大力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确保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四

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2）未切实开展医院感染监测工作.

（3）针对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范和应对不足.

（4）依法开展传染病自查与奖惩制度未切实执行等.

存在的主要问题:

（2）个别医疗机构对医护人员的消毒隔离培训不到位.

（3）索证意识不强,不知道消毒产品应索哪些证件,导致索证
不全.

存在主要问题:

（3）自行处置医疗废物的医疗机构未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施.

我所将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医疗卫生机构落实传染病防
治工作要求.

第五师卫生局驻团场第一卫生监督所



二零xx年十一月十五日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五

为真实掌握我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传染病疫情报告与管
理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切实推进传染病防治工作的落实，
近期，由××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
成市级调查组完成了对××、××和××三县县、乡、村三
级医疗卫生单位的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抽查，每县抽查1家疾
控中心和1家县级医疗机构（保健院或中医医院），民营医疗
机构、个体诊所、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各3家。

此次调查共抽查医疗卫生单位32家（××14家、××8
家、××10家），共查传染病21种，传染病病例435例，传染
病报告卡988张，填写准确921张、完整921张，准确率和完整
率分别为98.08％和93.22；各医疗卫生单位均使用了云南省
统一的门诊日志，抽查门诊日志27320例，填写完整20691例，
完整率75.74。通过调查，三县医疗卫生单位在传染病疫情报
告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疫情管理人员工作任务繁重
与人员配备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二是经费投入不足，
网络直报硬件老化等；三是门诊日志、出入院登记及传染病
疫情登记不够规范；四是临床医生传染病培训力度不够；五
是乡镇级医疗机构及民营医疗机构疫情报告管理薄弱；六是
疾控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信息沟通不够。

四、加强对临床医务人员疫情报告知识、技术的培训力度和
频次，及时培训新的相关内容；五、严格按照《云南省传染
病疫情网络直报技术指南（试行）》，加强疫情报告管理技
术指导，规范我市疫情报告管理工作。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六

医院成立“重点传染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下设“重点传染
病医疗组”、“重点传染病防控调查消杀组”。确实加强领



导、制定各类重点传染病应急预案，把防控工作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抓好落实。

针对重点传染病防控要求，我院共举办7次手足口病和甲
型h1n1流感防控知识培训，参加培训的有186人次，参加对
象分别为临床医生、护士、全体职工、责任医生和乡村医生，
举行知识考试2次共有95人次参加，全体医务人员的防控知识
有了极大的提高，为防控工作提供保障。

医院设立规范的发热病人分诊台和发热预检门诊，规范了发
热病人就诊流程，有效防止了院内感染。明确各服务站不得
诊治发热病人，并在醒目的地方公示“本站不设发热门诊，
请发热病人到就近医院诊治”标牌。开展对辖区服务站防控
工作的监督检查。医院各临床科室、病区开展常规消毒工作
和环境卫生消毒工作，并建立台帐，详细记录地面、墙壁、
物体表面、器械等消毒内容。

5月19日县局要求在20日至22日时间内开展对6岁以下儿童的
紧急排查工作。我院辖区所有的责任医生深知任务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带着对人民的健康负责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
和乡村医生一起深入儿童家庭，不分白天黑夜，日晒雨淋，
按时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5月31日县局实施“卫生系统内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对正常儿童进
行每周至少2次随访等工作，社区责任医生又马不停蹄的开展
下一轮的访视。至6月12日，辖区共有儿童618人（65人外
出），共访视2472人次（本周第二次访视尚未汇总），排查
出发热患儿32人，督促患儿就医47人（包括其它疾病15人），
发放健康教育资料1236份和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均按要求
完成了访视的任务。

5月20日院长参加了镇甲型h1n1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防控
工作会议，并应镇分管领导的要求，对社区、学校、托幼机
构等公共场所负责人进行了公共卫生指导，要求各单位成立
相关的责任人落实会议的内容，相应提出整改意见。组织卫



生协查员、疾控防疫员等人员对辖区的学校、托幼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站等场所进行了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
见。同时社区责任医生结合社区上门访视，对社区爱国卫生
运动进行了督促和指导。提出环境卫生整改意见共7次。指导
环境消毒共7次。

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等等重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是目
前卫生系统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下一阶段的防控工作，任务更重，面对的问题更复杂，我们
将总结经验和教训，严格按照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要求,认
真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切切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七

广泛开展传染病预防宣传工作。学校根据秋季易发传染病的
种类，把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水痘、腮
腺炎、风疹等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预防方法，通过国
旗下讲话、班会、班级微信群等向师生和家长进行宣传教育。

坚持晨检和午检，跟踪每一位学生的.情况。要求班主任每天
坚持进行晨检和午检。如有学生有发热等不良身体状况，及
时汇报并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此外办公室、教室以及功能室
每天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并进行定期消毒。

加强学生培训。该校重点加强对学生进行食品卫生和个人卫
生等方面的培训，同时指导学生正确洗手、合理饮食。

加强学生食堂的卫生管理。学校严格规范食堂卫生制度,合理
安排午餐，采购渠道、食品加工等流程严格把关，保证食品
安全卫生。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八

卫生是文明的基础，建设一个优美、整洁、文明、生态的校



园，既是两个文明建设的有形要求，更是全体师生学习、工
作、健康的重要条件。鉴于这个认识，我校十分重视卫生工
作，专门成立了以邹启超校长为组长、崔礼前主任为副组长、
全体班主任为成员的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学校卫生
工作，各班设有卫生委员和文明礼仪监督员，形成畅道无阻
的卫生工作网络。

为使学校卫生工作顺利实施和确保目标的实现，保证学校卫
生工作的细致化、持久化、制度化。我校已制订有《卫生工
作检查制度》、《食堂卫生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
在工作中逐步加以完善，使学校环境卫生、饮食卫生、生理
卫生、疾病防控等工作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和制约。

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开展了以下具体活动：

1、校长向全体教职工进行了活动动员。在校门口的led屏幕
上滚动播放了“清洁校园，人人参与”、“关爱绿色，我的
责任”等宣传标语。

2、学校各班进行卫生打扫除，严格按照每天一大扫两小扫的
要求对包干区域的卫生死角清除，学校环境整洁有序。

3、各班按照德育处下发的通知要求，在第八周的主题班会中，
组织开展了“拒绝校园垃圾食品”的主题班团会，通过班团
会的召开，要求同学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崇尚健康饮食。

4、学校德育处、校团委组织开展专题黑板报评比，各班板报
围绕“讲究卫生习惯，营造健康校园”宣传了秋冬季传染病
传染病预防、禽流感预防、流脑预防、结核病预防等知识。

5、学校总务处专门召开了食堂员工工作会，对食堂卫生工作
进行了整治，严防病从口入，要求食堂按照县卫生局要求加
强食品卫生管理。



6、学校德育处组织全校班主任对学生男、女生公寓楼的宿舍
卫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对查摆的问题做了现场要求和整改。
（8）学校利用周五安全教育日对学生进行了文明礼仪再教育。
要求学生在小事中寻找不足之处，从自身做起改良自己的言
行习惯。学校一贯坚持的“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再次
得到落实。文明礼仪教育将持续开展下去，以深化爱国卫生
月活动成效。

校园环境是学校教职工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关
系融洽的重要保证。通过“讲究卫生习惯，营造健康校园”
的创建活动，学校内形成了相互关心、相互信任、友好协作
的氛围。学校高度重视师生的思想教育及心理健康，通过帮
困、帮教、帮学等活动，全校已形成了文明和谐的良好育人
氛围。全体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自觉运用心理健康常识，给学
生以指导和帮助，开展了校风建设月。如“珍爱生命、拒绝
吸烟”，“严禁破坏公物”等。同时，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
各种技能的培养和展示，根据实际情况，举办了各种有利于
健康促进的文化活动，如校园心理辅导班等。通过一系列的
教育活动，学生的心理素质、健康保健知识等都得到了明显
提高。学生中吸烟行为减少，不酗酒、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废弃物的卫生习惯深入了人心；环境保护意识、社会公德意
识得到了加强。

我们将继续开展清洁环境、美化校园工作，对学生开展有关
传播先进文化、心理健康、青春期教育、艾滋病预防、远离
毒品、健康卫生行为、初级救护、常见病防治知识等宣传教
育，以增强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自我保护能力。

教育局传染病防控总结 传染病工作总结优秀篇九

沙眼患病率：与上学期相比明显下降，具体做法是发现有沙
眼患者,通知家长,给予眼药水治疗。

防近工作：近视率有所下降，分析近视好转的原因主要有：



1、学生课业负担减轻后带来明显的好处。

2、加强用眼卫生的指导：

a、防近宣教工作每学期第一周出专刊一次。

b、学校规定教师授课时发现学生读写姿势不良及时纠正。

c、督促学生做好眼保健操。每半个月更换座位一次，包括前
后、左右位置的更换。本学期开始特别强调对视力下降初始
者及时换座位到点5米以远或比原来位置更远的位置上。

龋齿防治工作：从统计数字反映，12周岁学生的龋齿患病率
人数及龋齿数明显减少。与家长对孩子的普遍重视、正确刷
牙、用含氟牙膏、及时充填龋齿等综合因素密切相关。

学生普遍存在挑食、偏食坏习惯，从小娇生惯养，户外活动
少，且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生长发育速度较快，因此贫血
与营养不良发病率较高，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在校内很难开
展营养课间餐及营养午餐。所以对纠正以上两常见病存在一
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