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公共卫生工作计划 医共体公共卫生工
作实施方案(精选5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写计划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村公共卫生工作计划篇一

是推进医改工作的关键之年，为落实好党的民生工程，积极
稳妥推进乡村一体化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使全镇人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公共卫
生服务。根据全县卫生工作会议和镇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20公共卫生工作计划。

一、加强组织管理，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建立由镇政府领导，中心卫生院为主体，乡村医生为基础、
村级卫生力量为补充的新型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由镇公
共卫生管理员具体负责卫生工作的日常管理与协调。各村妇
女主任兼任公共卫生信息员，配合村卫生室做好本村的环境
卫生、改水改厕、健康宣教、企业卫生、集体聚餐、食品药
品等健康相关产品的巡查、信息报告，协助辖区专业保健人
员做好本村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的妇幼卫生管理、免疫规范
工作。中心卫生院将进一步加强领导，组建责任医生团队，
指导对本辖区内的公共卫生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村卫生室在
中心卫生院统一管理下，承担行政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
基本医疗服务2016年公共卫生工作计划2016年公共卫生工作
计划。

二、加强推进村卫生室建设和乡村医生队伍管理。



根据政府要求，综合考虑本镇服务人口、居民需求以及地理
条件等因素，统筹规划村卫生室设置。原则上每个中心村设
置一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每个行政村设置1所村卫生室，按照
村级卫生服务全覆盖要求，未建村卫生室的可设立巡回医疗
点，按“三定”(定人、定时、定点)要求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也可由临近村卫生室实行共建共享服务。村卫生室建设由行
政村申请，标准化新建或改扩建的卫生室，经卫生行政部门
验收合格后由财政给予经费补助。

从2月29日起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
率销售。中心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行“五统一”管理。为方
便农村居民合作医疗报销，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合作
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报销比例不低于卫生院。由村两委
提出申请，上报镇政府安排计划，县合管办验收批准后实施。

由中心卫生院和村委会共同对乡村医生实行聘任制度，完善
能进能出和激励有效的考核机制及分配方案，中心卫生院按
月或季对驻村责任医生进行岗位考核，考核成绩作为绩效发
放依据。

三、积极开展第四轮参合农民健康体检工作

为了真正实现政府出钱、卫生出力，农民受益的宗旨，今年
将继续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农民进行两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和妇女病免费普查工
作2016年公共卫生工作计划工作计划。主要采取体检组下村
集中体检和零散来院体检的方式进行，确保60岁以上老年人
每年体检率在80%以上，妇女病普查率在80%以上。

四、加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1、强化农民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按规范设置健康教育宣
传栏，其中中心卫生院宣传栏不少于2个，村卫生室和社区卫
生服务站宣传栏不少于1个;每年至少开展9次公众健康咨询活



动;每月至少举办1次健康知识讲座;农民健康知识知晓率85%
以上。

村公共卫生工作计划篇二

20xx年是推进医改工作的关键之年，为落实好党的民生工程，
积极稳妥推进乡村一体化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使全镇人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公
共卫生服务。根据全县卫生工作会议和镇第十四次党代会精
神，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20xx年公共卫生工作计划。

一、加强组织管理，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建立由镇政府领导，中心卫生院为主体，乡村医生为基础、
村级卫生力量为补充的新型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由镇公
共卫生管理员具体负责卫生工作的日常管理与协调。各村妇
女主任兼任公共卫生信息员，配合村卫生室做好本村的环境
卫生、改水改厕、健康宣教、企业卫生、集体聚餐、食品药
品等健康相关产品的巡查、信息报告，协助辖区专业保健人
员做好本村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的妇幼卫生管理、免疫规范
工作。中心卫生院将进一步加强领导，组建责任医生团队，
指导对本辖区内的公共卫生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村卫生室在
中心卫生院统一管理下，承担行政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
基本医疗服务20xx年公共卫生工作计划20xx年公共卫生工作
计划。

二、加强推进村卫生室建设和乡村医生队伍管理。

根据政府要求，综合考虑本镇服务人口、居民需求以及地理
条件等因素，统筹规划村卫生室设置。原则上每个中心村设
置一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每个行政村设置1所村卫生室，按照
村级卫生服务全覆盖要求，未建村卫生室的可设立巡回医疗
点，按“三定”(定人、定时、定点)要求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也可由临近村卫生室实行共建共享服务。村卫生室建设由行



政村申请，标准化新建或改扩建的卫生室，经卫生行政部门
验收合格后由财政给予经费补助。

从2月29日起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
率销售。中心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行“五统一”管理。为方
便农村居民合作医疗报销，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合作
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报销比例不低于卫生院。由村两委
提出申请，上报镇政府安排计划，县合管办验收批准后实施。

由中心卫生院和村委会共同对乡村医生实行聘任制度，完善
能进能出和激励有效的考核机制及分配方案，中心卫生院按
月或季对驻村责任医生进行岗位考核，考核成绩作为绩效发
放依据。

三、积极开展第四轮参合农民健康体检工作

为了真正实现政府出钱、卫生出力，农民受益的宗旨，今年
将继续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农民进行两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和妇女病免费普查工
作20xx年公共卫生工作计划工作计划。主要采取体检组下村
集中体检和零散来院体检的方式进行，确保60岁以上老年人
每年体检率在80%以上，妇女病普查率在80%以上。

四、加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1、强化农民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按规范设置健康教育宣
传栏，其中中心卫生院宣传栏不少于2个，村卫生室和社区卫
生服务站宣传栏不少于1个；每年至少开展9次公众健康咨询
活动；每月至少举办1次健康知识讲座；农民健康知识知晓
率85%以上。

村公共卫生工作计划篇三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



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0-6岁儿童系统管理，
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型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及婚前保健工
作；现将各项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完成情况总结如下：

我们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慢性病人等人群为重
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上门、电话随访服务等形式，为
辖区常住人口建立统一、规范的居民健康档案。截止20xx年8
月31日止，我辖区20xx年上半年累计建档共3950份，建档率
达95%以上。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累计建档296份；高血压病
人累计建档152份；糖尿病人累计建档27份；精神病病人累计
建档4份；孕产妇累计建档44份；0-6岁儿童累计建档605份。
并按要求录入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针对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优生优育及辖区重点健康问题等内
容，通过板报，为乡村居民提供了健康教育宣传信息和健康
教育咨询服务，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定期的更新内容，通过
进行健康指导和宣传干预，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些群众的不
良卫生习惯，真正做到疾病从预防开始。

为了很好的对0-6岁儿童进行健康管理，我站逐步开展了对新
生儿一周内进行一次新生儿访视，及儿童保健系统的健康管
理。截止20xx年8月31日止，上半年累计建档共688人。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规定，每年至
少为孕产妇免费开展5次孕期保健服务和2次产后访视。对孕
妇进行一般的体格检查及孕期营养、心理健康等健康指导，
了解产后恢复情况并对产后常见问题进行指导。截止20xx年8
月31日止，已为怀孕12周之前孕产妇累计建册44人，随访管
理孕产妇44人，进行产后访视39人。

1、综合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我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管理，
并对所有登记管理的老年人免费进行了一次健康体检检查。



包括（血液常规检查、空腹血糖监测、尿常规检查、及心电
图测试等相关体检项目）。截止20xx年8月31日止，65岁以上
老年人累计建档296人；并按要求录入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
理系统。

2、开展老年人健康干预：对发现已确诊的高血压及2型糖尿
病患者纳入相应的慢性病患者进行管理；对存在危险因素的
且未纳入其他疾病管理的居民进行定期的随访，并告知该居
民一年后进行下一次的免费体检。

1、为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对我村民
的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建立健康档案；并开展了慢性
病的随访管理及康复指导工作，掌握我村慢性病病人的发病、
死亡和现患情况。

2、通过开展35岁以上居民首诊测血压；居民诊疗过程测血压、
空腹血糖和健康档案建立过程中测血压、测血糖等方式发现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对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进
行登记管理，并提供面对面的每三个月一次的定期随访，随
访过程中进行询问病情、测量血压、空腹血糖等检查；对用
药饮食、运动、心理各方面提供健康的指导。截止20xx年8
月31日止，高血压病人累计建档152人，糖尿病人累计建档27
人。并按要求录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系统。

对辖区内已经确诊的2例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了每三个月一
次的家庭随访；并对其家属开展了家属日常疾病护理的相关
教育。

对及时发现、登记并报告辖区内发现的传染病病例和疑似病
例，参与现场疫点处理；开展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病防治
知识宣传和咨询服务；配合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对非住院结
核病人、艾滋病病人进行治疗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中传染病报告和处理服务的主要内容。截止20xx年8月31
日止，已上报传染病例报告8例，并配合了专业机构的治疗管



理为传染病的防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纸质档案及电子档案还需要进行逐步的完善；慢病人群上门
随访跟踪服务的不够及时；辖区内孕产妇的体检率偏低；高
血压，糖尿病的体检筛查力度尚需进一步提高。

1、要切实加强对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强化工作职责，及时分析汇总上报项目实施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采取有效整改措施，确保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全面
有序健康发展。

2、逐步完善并提高居民健康纸质档案及电子档案的质量。

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健康意识。结合实际，开展有针对性
的宣传活动，目的是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促使广大群
众积极主动的参与。

4、是以健康教育为手段，真心服务百姓为目的，卫生所工作
人员通过健康教育和上门随访服务，向老百姓提供一些有用
的卫生知识，促进沟通，让老百姓明白国家为全县居民健立
健康档案、让育龄妇女免费服用叶酸片预防神经管畸形、为
孕产妇和3岁以下儿童免费体检、为农村孕产妇分娩进行补助
等等；都是国家为居民免费提供的卫生服务。

5、努力的促使全乡村居民，知道自己都能享受到那些国家免
费提供的卫生医疗服务，整体的提高老百姓的健康意识，自
觉的接受公共卫生服务。

村公共卫生工作计划篇四

20**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一、重新调整公共卫生管理人员，由院长直接领导全权管理。
特聘幸小红、蒋连定、易昌旭等人负责全乡乡医生公共卫生
服务工作实施情况，其分工；幸小红负责妇幼，蒋连定负责



防疫，易昌旭负责慢病，每周星期曰在卫生院值班。工作目
标是督导乡村医生履行实施方案服务职能和服务行为。

二、彻实加强居民健康挡案管理；要求在本年6月份完善之前
档案数据，使其真实性，完整性、及信息的更新。计划2月底
完成慢病、重症精神病、老年人、0d6岁儿童和孕妇、育龄妇
女摸底登记工作，服务规范培训。

三、健康教育；明确健康教育对象和任务，建立健康教育宣
传栏，每逢单月更新健康教育知识，不得少于6次。组织居民
参加健康教育讲座，澳甏镆淮我陨希要求有讲座内容、参会
人员签到册、活动照片等。每年提供12种不同内容的印刷资
料和咨询平台。

四、预防接种；掌握辖区内适龄儿童和流动人群，提供每年
大于6次入户方式进行预防接种，保证人、卡、证相符，注意
疫苗接种间隔时间、禁忌证，不良反应记录等相关工作。每
月20曰之前统计本月接种情况和下次接种疫苗使用计划，完
成报表。做好冷链设备温度登记，每天两次，疫苗领取登记。

五、0d6岁儿童健康管理；要求各村在3月份之前完成0d6岁
儿童建档建册及电脑收录工作，根据儿童出生对应曰完整随
访工作。掌握新生儿出生情况，凭孕妇保健手册办理新生儿
回执单，按规定时间开展新生儿及产妇面对面访视，科学真
实填写新生儿及产妇面对面访视记录和电脑收录归档工作。
每月30日前做好报表上报。要求乡村医生借儿童预防接种作
好儿童健康体验，确保随访数据的.真实性和及时更新儿童各
项信息。根据卫生院安排在九月底完成儿童免费体验。

六、孕产妇健康管理；做好待孕和已孕妇女管理，对孕12周
前孕妇进行规范管理，开展建档建册电脑收录归档工作建立
叶酸发放登记，宣传产前检查和开展产后家庭面对面访视，
将服务信息及检查结果记录在册，并做好统计上报。



七、老年人健康管理；根据卫生院安排开展每年一次老年人
健康体验，对其结果进行评估，分类，完成电脑收录归档工
作。

八、慢病、重症精神病健康管理；要求建立35岁以上人群门
诊首诊记录，根据往年3.6.9.12月上旬开展面对面4次随访，
要求上跫觳樗娣茫其信息、数据要求纸质与电脑收录相符，
确保规范建档率和有效控制率。根据卫生院安排完成每年一
次全面体检。

九、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要求做好门诊
日志记录，建立发热、腹泻、传染病专项门诊登记，按照规
定时限统计上报。

十、每月必须做好居民死亡登记和上报，报告时限不超过死
亡曰30天。

十一、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卫生院负责组织每月召开一次乡
村医生联谊会，目的是总结、分析工作质量，开展评估，了
解存在的问题，制定对应方案，并开展学习与培训。

十二、要求卫生院领导采取不定时不定期检查服务工作进展
和完成质量等工作，做出相应奖罚和指导工作。

以上方案敬请各位按规范要求完成，谢谢！

村公共卫生工作计划篇五

优秀作文推荐！为有效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健康教
育相关内容，加强全省健康教育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建立健全健康教育服务网络，普及居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
技能，大力开展城乡居民和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活动，提高
全体居民健康水平，使城市、农村居民基本健康知识知晓率



分别达到80%、70%以上。

在全省范围内实施。

(一)明确健康教育内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工作方案活动方案落实卫生部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规范》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健康教育服务规范》，统一规范服务对象、内容、方式、
流程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和疾病
预防控制的需要等，现阶段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活动主要内容
如下：

1.宣传普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2.居民健康教育：合理营养、控制体重、加强锻炼、应付紧
张、改善睡眠、戒烟、限盐、限酒、控制药物依赖等可干预
的健康危险因素基本知识健康教育。

3.重点人群健康教育：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
人、0-36个月儿童父母等。

4.重点慢性病和传染病健康教育：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哮喘、乳腺癌和宫颈癌、结核病、肝炎、艾滋病等健
康问题。

5.公共卫生问题健康教育：包括食品卫生、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等卫生问题。

(二)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城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开展下列健康教育活动：



1.制定年度健康教育工作计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健
康教育年度计划，保证其可操作性。计划应包括六个方面的
具体内容：健康教育的内容、形式与时间、实施和质量控制
方法、组织实施流程、人员安排、设备和材料准备、效果评
价等。

2.发放、播放健康教育资料。一是发放印刷资料，包括健康
教育折页、健康教育处方和健康手册等。放置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候诊区、诊室、咨询台等处，供居民免费索取。印
刷资料种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分别不少于12种、8种；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分别不少于6种、3种。

二是播放音像资料，包括录像带、vcd、dvd等视听传播资料，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应诊时间，在门诊候诊区或观察室内
循环播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播放种类不少于6
种；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播放种类不少于4种。

3.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宣
传栏不少于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宣传栏不少于1
个，每个宣传栏的面积不少于2平方米。宣传栏一般设置在机
构的户外、健康教育室、候诊室、输液室或收费大厅的显眼
处，距地面1.5-1.6米高的位置。专栏应标有机构名称，根据
健康教育规律、季节、疾病流行情况、社会活动等及时更新，
每年更新不少于6次。

4.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在各种卫生宣传日、健康主题日、
节假日，并利用会议、集会、电影放映等社会活动，开展特
定主题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和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发放健康
教育宣传资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站(村卫生室)开展咨询每季度分别不少于2次、1次。

5.举办健康教育讲座。以普及居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技能和
预防传染病、慢性病、多发病为重点内容，以高血压、糖尿
病、结核病等慢性病、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孕产



妇、0-36个月儿童家长等为主要对象，定期举办健康讲座，
引导居民学习和掌握健康知识和必要的健康技能，从而促进
辖区内居民的身心健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举办讲座每季度分别不少于2
次、1次。

6.健康教育工作资料档案管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要有完整的健康教育活动记录，应及时
收集、整理、妥善保管健康教育素材、记录、总结、评价等
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影音文件等，并妥善保存，逐步建
立完备的工作档案、以便工作考核和效果评价，提高健康教
育质量。

(三)健康教育服务网络建设

1.将健康教育列为城市社区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的主要服务内容，列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内容。

2.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配备1名健康教育专业
人员，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有专人负责健康教育工作，
保证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健康教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3.为保证健康教育活动正常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
卫生院应设健康教育室、健康教育宣传专栏，并配备照相机、
电视机、dvd机、投影仪等设备，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
应设健康教育宣传专栏，并配备必要的`设备。

(四)健康教育能力建设

1.基层健康教育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培训。培训采取逐级培训
的方法进行；培训对象为各级健康教育专业人员，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负责健康教育工作的卫生
技术人员和相关医务工作者；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基
本理论、内容、方法、技巧和基本设备使用、效果评价等；专



(兼)职人员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每年至少接受上一级健康教
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不少于8学时。

2.城市社区和农村健康教育技术指导。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
构要定期参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组织的健康教育活
动，提供现场技术指导、质量控制、效果评价，及时掌握工
作进展，了解和发现存在的问题，加以指导和纠正，为政府
和卫生行政部门当好参谋。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卫生监督
机构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也要根据自己的职责、服务内容等，
加强对城乡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

3.积极与大众媒体合作。主动邀请媒体参与社区健康教育活
动，提高大众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效果。

1.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
责项目组织实施，包括制定实施计划、人员培训、技术指导、
绩效考核、信息管理等。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

2.项目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具体实
施。相关工作经费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中支付。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作为
重点卫生工作年度目标考核项目。各级健康教育、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要定期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的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考核评估，省、市级
每年不少于1次，县、区级每年不少于2次，考核结果将作为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人员补助发放依
据，以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调动人员积极性为原则，对
补助经费可进行适当调整和浮动。

(二)督导考核主要内容：项目实施计划制定、组织管理、经
费使用、服务数量、服务质量、服务效果、居民满意度等。

(三)主要评价指标



1.健康教育活动组织和任务完成情况；

2.《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宣传普及率；

3.城乡重点人群及居民相关健康知识知晓率、行为形成率；

4.居民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