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院地方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地方病
防治工作总结(通用5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卫生院地方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地方病防治工作总
结篇一

根据《xxxx年x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技术方案》的要求，县疾
控中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
现将中心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总结如下。

根据区、市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方案要求，在县儿童免疫和
重大疾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和统一领导下，县疾控
中心成立了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制定了
《xxxx年x县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技术方案》，并认真做好本
年度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举办健康教育人员培训班

为了保证地方病健康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疾控中心于xxxx年x
月举办了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培训班，县、乡、村共xx余人
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基层人员地方病防治知识健
康教育水平，为全面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地方病防治知识基线调查

（三）地方病健康教育活动

学校是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的重点单位。县疾控中心x月份对



全县所有小学及乡镇卫生院地方病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督导
检查，指导学校开展地方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课，并要求学
生把所学到的相关知识传递给家庭成员。在项目乡由村医继
续开展项目村的地方病重点人群宣传教育，并通过开设宣传
栏、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单、开展健康咨询活动等形式积
极宣传地方病防治知识。全年共计发放各种地方病宣传物
品xxxxx余份，完成目标人群培训xxxxx人次。

（四）“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

县疾控中心成立了以中心主任为组长、公共卫生科全体人员
为成员的“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
宣传计划，统筹安排宣传活动。活动期间累计悬挂横幅xx条，
发放宣传画xxx张，电子屏幕标语x条，展板xx块，各类宣传
折页共计xxxx余份，围裙、抽纸、手提袋等宣传物品共xxxx
余件，开展讲座x期，解答群众咨询xxxx余人次。利用电视台
定期开展碘缺乏病防治知识宣传。通过宣传，提高了居民对
食用合格碘盐可以预防和消除碘缺乏病重要性的认识，对碘
缺乏病防治工作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五）健康教育项目评估

抽取x个乡镇x所中心小学的五年级共xx名学生和x所小学附近
村的xx名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学生碘、砷知识知晓率分
别达到、%，家庭主妇碘、砷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知晓
率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均有明显提高。

（一）地方病健康教育工作仍存在不足

一是部分基层健康教育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积极主
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二是部分健教人员工作能力
不足，在健康宣传形式、方法、内容等方面知识不全面，思
维不灵活，导致地方病宣传知晓率较前一年有所下降。建议



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改变宣传途径及增
加宣传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宣传，把防治地方病的理念扎根
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造福子孙后代。

（二）相关部门协作不够，影响了工作的效果

部分学校对地方病健康教育工作不重视，未开设或未按病种
要求开展地方病健康教育课程，学生未得到很好的宣传，学
生地方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较去年有所下降。建议教育部门
加强学生地方病健康教育工作，其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其它
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

卫生院地方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地方病防治工作总
结篇二

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年初我们及时成立了地方病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镇分管卫生的副镇长王超峰担任，副
组长由卫生院院长刘培超担任，组员由广播站站长、工商所
所长、医院院长、盐务所所长等相关单位领导组成。

在全年工作中，由于广播站的全力支持，宣传工作可以说是
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本年度地方病广播宣传近350个小时。
在全镇卫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出动宣传车3次、板报110个、
标语450条、横幅38条，营造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分学生进行了碘缺乏病相关知识试卷问答，以扩大宣传的覆
盖面。

2、由于本地区不属于高氟地区，此项工作虽然没有系统地去
完善，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上级文件精神逐一做好，配合区疾
控中心做好地氟病的监测工作，经过上半年监测未发现因高
氟而导致的疾病事件的发生。在本辖区内群众使用自来水的
深井水率95%以上，这个成绩是与往年的工作努力分不开的，
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巩固。成绩是不断努力而得来，



经验是靠不断探索而取得的，我们蔡集镇卫生院会加倍努力，
使下一年的地方病防治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卫生院地方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地方病防治工作总
结篇三

20xx年我中心慢病工作在疾控中心的具体指导下深入社会，
大力开展慢病防制工作以高血压、糖尿病为重点，结合控烟、
控酒、饮食、心理干预等措施，积极开展健康宣教与促进，
降低人群主要危险因素，有效地控制辖区慢病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

医务人员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服务对象满意为宗旨，紧紧
抓住辖区居民关心的慢病问题。不断完善服务内容，改进办
事程序、服务方式、管理制度，尽量大努力为服务对象提供
方便让大家满意。做到自觉把《医务人员工作手册》落实到
医疗服务工作中，进一步恪守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提
高服务质量，树立全新基层卫生服务中心文明新形象。

1、强化慢病防制网络工作

为了加大信息工作力度，提高信息数量和质量，提升中心整
体形象，推进慢病防制的规范。成立慢病工作小组设专兼职
人员。从中心分管领导到中心各个科室，再到各个村卫生室，
宣传员深入各村各户积极落实慢病防制工作的计划，开展各
项慢病防制工作。形成了一个上下贯彻、快速互动的信息采
集网络，尽力促进全年信息工作目标任务的完成。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不断上升、医疗费用的逐年增
长已成为我国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群的经济能力有
限并且相对固定，和其相对巨大的医疗需求之间构成了矛盾，
这就需要优质经济的服务，而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是最佳投
入效益的干预，加强慢病管理可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



而基层卫生院慢病管理是农村医疗优势的一个突出体现。由
于基层医疗距农民近，就医方便、快捷，医患之间易沟通，
易开展健康教育，易宣传医疗保健知识，对一些疾病好回访，
易跟踪，基层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慢病管理对农村居民生命
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

3、定期开展自查工作，及时纠察批漏

我院定期开展自查工作，严格按照区疾控中心的要求，对慢
病各项工作举行日常自查工作，及时纠察纰漏，不断提高工
作质量，同时针对上半年考核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真分析，
积极改正。

4、定期宣传、培训慢病知识

针对不同阶段居民健康状况、热点咨询问题，我们定期举办
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的`预防知识健康讲座，向广大居民
传递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他慢病的防治知识，带领着居民
群众，对高血压及其他慢性病认识的误区和盲区，给任重而
道远的社区预防保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同时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居民看病难、看病烦的问题，真正架起了医患之间、
社区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为居民的健康撑起了保护伞。

20xx年上半年我镇卫生院慢病防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这要
归功于每位医务人员（包括各村乡医）、各村居委会领导的
共同努力协调。在改善各村居民健康知识，健康行为的同时
提高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从而推广到整个分水镇。

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内部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还有待加强，
各村卫生室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有待整体提高，高血压、糖尿
病宣传培训活动有待进一步拓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探索疾控机构科学规范管理的
新机制，进一步拓展慢性病预防控制服务的新功能，加强基
层医生素质培养，努力开创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新局面。



卫生院地方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地方病防治工作总
结篇四

为进步我校学生对碘短缺病的防治知识的认识，确保江堤和
打消碘短缺病的目标，依据《地方病防治项目康健教导实
施》，我校开展了防治地方病——碘短缺病的鼓吹教导工作。

我校辖区的地方病主要为碘短缺病。耐久以来，固然颠末一
系列综合防治，取得了很好的防治成效，但人们对碘短缺病
的防治意识还对照脆弱，对食盐加碘在碘短缺病防治中的紧
张性认识还不是很充分，这就必要从学校抓起，从小学生抓
起，进一步强化防治认识，最终打消碘短缺病。因此，我们
从深化认识，增强领导入手，落实专人负责学校碘短缺病防
治教导工作。

1、坚持把碘短缺病防治教导工作纳入学校课程计划，支配了
专门的课程——体育熬炼/康健教导课，开展对碘短缺病防治
的教授教化。

2、充分应用讲堂教授教化的主要渠道作用，学校要求将地方
病防治列入康健教导课，坚持把碘短缺病有关知识作为康健
教导的紧张内容之一纳入讲堂教授教化，在上好碘短缺病防
治教导课方面，做到了四有即：有教师、有教授教化内容、
有教授教化光阴、有教案，碘短缺病防治教导课率在四至六
年级达100%，学生对碘短缺病防治知晓率达到95%以上。使学
生了解了碘短缺病及其危害，以及碘短缺病的防治主要便是
食用碘盐，明白了使用正规碘盐的紧张意义。

3、开展比较实验，增强学生认识。在澄江红十字医院相关专
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校在五年级二班开展了对实验，通
过教导前后的实验比较，进步了学生的知晓率。

4、结合此次防治碘短缺病运动，通过向学生发放鼓吹材料的
形式，鼓吹碘短缺病防治知识，见告家长及学生，动员学生



及家长购买碘盐，正确辨认合格碘盐，回绝伪劣碘盐，加强
了自我掩护意识。此次鼓吹教导运动我校以常兴村子为教导
鼓吹试点村子，我校共向这三个村子的630名学生发放了鼓吹
材料，然后通过这630名学生带动周围的共计390名家庭妇女，
人人配合阅读鼓吹材料，了解防治碘短缺病的紧张意义，是
宣教运动做到以点带面，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5、严格学校食堂食用盐治理，果断杜绝伪劣碘盐。对学校食
堂食用盐治理，我们一方面是严格购买渠道，坚持到正规阛
阓、商店购买，并做好进货记录；另一方面是落实专人进行
常常性反省。

6、我校以防治碘短缺病为主题，张贴鼓吹画2副，办专题黑
板报一期，使防治碘短缺病工作的气氛洋溢于校园的各个角
落。

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采取步伐，进一步进步对碘短
缺病防治工作的紧张性的认识，继承增强领导、明确责任，
积极与相关部门密切共同，增强碘短缺病康健教导课程设置
和康健课教师培训工作，扎实开展好碘短缺病康健教导工作，
通过继承普遍鼓吹动员，逐步形成教师——学生——家
长——社区配合介入的康健教导模式，把碘短缺病康健教导
工作引向深入。

卫生院地方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 地方病防治工作总
结篇五

我校所处地区地方的地方病以碘缺乏病为主，为提高我校学
生对碘缺乏病的防治知识的认识，确保在20xx年实现消除碘
缺乏病的目标，根据《新郑市病防治项目健康教育实施方
案》，我校开展了防治地方病碘缺乏病的宣传教育工作。

我校辖区的地方病主要为“碘缺乏病”。长期以来，虽然经
过一系列综合防治，取得了很好的防治成效，但人们对碘缺



乏病的防治意识还比较薄弱，对“食盐加碘”在碘缺乏病防
治中的重要性认识还不是很充分，这就需要从学校抓起，从
中学生抓起，进一步强化防治认识，最终消除碘缺乏病。因
此，我们从深化认识，加强领导入手，落实专人负责学
校“碘缺乏病防治”教育工作。20xx年2月12日，学校分管校
长和负责卫生工作的教师参加了新郑市疾控中心召开的20xx
年地方病防治工作会。

1、坚持把碘缺乏病防治教育工作纳入学校课程计划，安排了
专门的课程体育锻炼/健康教育课，开展对碘缺乏病防治的教
学。

2、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要渠道作用，学校要求将地方病防
治列入健康教育课，坚持把碘缺乏病有关知识作为健康教育
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入课堂教学，在上好“碘缺乏病防治教育
课”方面，做到了“四有”即：有教师、有教学内容、有教
学时间、有教案，“碘缺乏病防治教育课”率在七至九年级
达100%，学生对碘缺乏病防治知晓率达到95%以上。使学生了
解了碘缺乏病及其危害，以及碘缺乏病的防治主要就是食用
碘盐，明白了使用正规碘盐的重要意义。

3、开展对比实验，加强学生认识。在市红十字会相关专业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我校在八年级二班开展了对比实验，通过
教育前后的实验对比，提高了学生的知晓率。

4、结合此次“防治碘缺乏病”活动，通过向学生发放宣传资
料的形式，宣传碘缺乏病防治知识，告知家长及学生，动员
学生及家长购买碘盐，正确识别合格碘盐，拒绝伪劣碘盐，
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此次宣传教育活动我校选定了五里堡
村、郭店村和张辛庄三个村为教育宣传试点村，我校共向这
三个村的630名学生发放了宣传资料，然后通过这630名学生
带动周围的共计3150名家庭妇女，大家共同阅读宣传资料，
了解防治碘缺乏病的重要意义，是宣教活动做到“以点带面，
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5、严格学校食堂食用盐管理，坚决杜绝伪劣碘盐。对学校食
堂食用盐管理，我们一方面是严格购买渠道，坚持到正规商
场、商店购买，并做好进货记录；另一方面是落实专人进行
经常性检查。

6、我校以“防治碘缺乏病”为主题，张贴宣传画6副，办专
题黑板报三期，使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氛围洋溢于校园的各
个角落。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对碘缺
乏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继续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积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碘缺乏病健康教育课程设置
和健康课教师培训工作，扎实开展好碘缺乏病健康教育工作，
通过继续广泛宣传动员，逐步形成教师——学生——家
长——社区共同参与的健康教育模式，把碘缺乏病健康教育
工作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