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工作总结整改措施(优秀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
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工作总结整改措施篇一

为了搞好我镇重性精神病管理工作，我院于2017年4月20日举
办了重性精神病管理工作培训及重性精神病知识讲座。培训
由卫生院公共卫生科主办，参加培训人员有全体乡村医生，
讲解了重性精神病的相关知识，重点讲解了精神分裂症的知
识。

一、培训基本情况

二、培训的初步成效

1、进一步增强了全体乡村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培训，
使大家纷纷表示认识到了做好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2、培训内容都是乡村医生最急需的、最实用的，参加培训的
广大学员普遍感到收获很大。

3、促进了乡村医生间的相互交流。通过培训，不仅搭建了授
课老师和培训对象的交流平台，也为各村的乡村医生创造了
一次交流的机会。

2017年4月20日



工作总结整改措施篇二

截止20xx年7月2日全镇发现重性精神病患者176例，在管x例、
死亡x例、失访x例。

督导管理是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重点，除了通过电话对病人进
行服药指导和督促外，还定期组织人员到病人家里和监护人
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指导病人进行治疗和服药。病人服药
情况的督导管理，由村卫生室人员负责其所属区域内的精神
病病人督导及定期进行随访，有效地提高了病人的服药依从
性和随访配合度。

中心加强对精神病病隔发现和督导情况检查力度，根据制定
的考核办法和标准，每季度开展一次对村医的日常督查，每
半年开展一次评分考核。病人服药情况管理方面，首先组织
对乡村医生进行督导培训，对辖区的每一例新入项病人，中
心工作人员都带领乡村医生到病人家中给他们进行现场指导。

1.工作基础精神病防治工作基础较为薄弱，这不仅严重影响
精神病病人的发现率，也严重制约了整体的精神病防治工作。

2.培训指导与精神病培训指导力度及乡村医生配合度不足，
培训指导的内容、频次和力度上还须加大，乡村医生工作的
主观能动性不高，缺乏求真意识。

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无精神科医师，工作队员没有
系统的精神科专业知识，涉及患者的疾病诊断、危险度分级、
药物治疗康复指导等都缺乏系统及规范的指导知识。

工作总结整改措施篇三

为了搞好我镇重性精神病管理工作，我院于20xx年4月20日举
办了重性精神病管理工作培训及重性精神病知识讲座。培训
由卫生院公共卫生科主办，参加培训人员有全体乡村医生，



讲解了重性精神病的相关知识，重点讲解了精神分裂症的知
识。

鉴于乡卫生院工作人员和乡村医生是农村一线的医疗卫生工
作者，特别是乡村医生，群体特殊、责任重大，在培训内容
上，我院精心安排，结合培训内容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有针对
的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主要内容为：重性精神病人筛查方
案，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重性精神疾病健康教
育宣传资料。

1、进一步增强了全体乡村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培训，
使大家纷纷表示认识到了做好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2、培训内容都是乡村医生最急需的、最实用的，参加培训的
广大学员普遍感到收获很大。

3、促进了乡村医生间的相互交流。通过培训，不仅搭建了授
课老师和培训对象的交流平台，也为各村的乡村医生创造了
一次交流的机会。

工作总结整改措施篇四

国家非常重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已把它纳入十项均等
化公共卫生服务之一，因成立了管理小组，制定了具体工作
方案。

我们结合居民健康档案和慢性病管理的经验，考虑到辖区各
社区卫生服务居民重性精神病患者分布多少的不同，如根据
辖区居民健康调查和慢性病管理情况，20xx年对36个重性精神
病患者进行登记造册并管理。

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
只有明确任务，分工到人，责任到人，才能保证完成项目目
标所规定的任务。为了做好落实，我们制定工作进度表，如



规定各村卫生服务人员在一个月内对辖区重性精神病患者进
行登记并管理，为了确保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卫生
站全体医护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和进行
督查。

重性精神病患者是容易受歧视的群体，我们要宣传普及精神
卫生知识，提高精神病防康复意识。只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
宣传活动，普及精神卫生常识，让大家了解和掌握精神病康
复知识，使全社会都来关心、理解，帮助精神病人。在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要使残疾人真正康复，必须是
躯体、精神、贫困等三者的康复，因此，我们每年实行免费
体检，而且对到卫生站就诊的实行优惠，力所能及的减免费
用。

20xx年请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经验的医生对我站从事公共卫
生服务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指导，提高了我镇对重性精神
病的管理能力和质量。

由于这项工作对我们是项全新的工作，卫生站无专业精神科
医生，档案的建立和随访管理未能符合规范，不管从专业知
识、管理经验都十分缺乏，又没有经费，要把这项工作做到
位还很困难。

工作总结整改措施篇五

根据卫生局对该活动的具体要求，我院高度重视，立即行动，
结合工作实际，成立了由院长为组长，有关职能科室负责人
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各项活动的组织与落实。
使干部职工认清开展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大讨论的必要性、目
标要求和方法步骤，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为开展好大讨论
奠定了思想基础。

1、组织进行专题教育。学习上级关于开展医疗卫生职业精神
大讨论的文件，并制定《高村中心卫生院开展医疗卫生职业



精神大讨论方案》，深刻认识凝练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参与大讨论的`
自觉性。利用电子屏开展宣传与发动，切实增强了广大医疗
卫生工作者参与的自觉性及主动性。

2、组织进行理论学习。结合“强责任、转作风、提效能”学
习教育活动，组织学习卫生政策性文件及关于工作作风、责
任意识等方面的文件，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

3、先进典型报告。组织学习埠口镇村医隋玉涛医生，以榜样
的力量号召广大职工参与到活动中来，找差距，促学习。

4、观看宣教电影。组织职工观看《白求恩》、《雷锋》等具
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利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促进活动的
进一步开展。

5、重温誓言。以科室为单位，重温希波克拉底宣言、医师宣
言，深入学习理解宣言的内涵，凝聚精神。

6、讨论凝练。通过学习体会交流，开办演讲会、座谈会等多
种形式，深入挖掘职工对卫生职业精神大讨论活动的切身感
受，提炼医疗卫生职业精神。

7、专题活动。为深入开展卫生职业精神大讨论活动，我院开
展了卫生职业精神大家谈活动，全院职工积极参与，收集到
征文50余篇。

“三好一满意”活动，并把活动中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
积极进取的内在动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多做贡献。

1、落实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等核心制度不够。电子病历书写
不规范，首诊负责、三级医师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制度未
严格落实。



2、医院服务流程、便民、利民措施力度不够。

3、宗旨观念不够强，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不够。针对活动
中发现的问题，我院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继续深入学习，认
真整改，力争在理想信念、医疗服务、医疗质量、医德医风
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使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大讨论取得更好、
更进一步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