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护士下乡义诊心得体会 下乡义诊活
动总结(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优质的
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
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护士下乡义诊心得体会篇一

北京京顺医院于20xx年10月8日——11月6日近一月来派出医
疗专家和骨干医护人员到马坡、牛栏山镇，为当地群众进行
义诊。活动以免费咨询、免费诊疗、免费发放健康宣传材料
等形式展开。

为开展好“送医下乡促进健康”义诊宣传活动，北京京顺医
院专门选派了内、外、妇、b超等科室的主任和护士共十三名
医疗骨干组成的医疗服务队，由院领导带队，每日出动医疗
车二辆：早上7：30至下午4：00，为群众送医送温暖。村民
闻讯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咨询、就诊。每日义诊服务点刚摆
好，群众们就迅速围上来，医务人员认真听取村民的咨询，
细致地为他们诊断病情、开处方、量血压、做心电图，并耐
心向患病群众讲解注意事项。医生们就当地农民较集中发病
的高血压、腰腿疼、颈椎病等进行重点施治，并提醒村民注
意结石的早期预防。送医下乡，开展义诊活动受到了农民群
众的欢迎。

护士下乡义诊心得体会篇二

我院积极响应太和县卫生局“深进展开卫生下乡活动”的号
召，组织了此次送医下乡义诊活动。选派内科、外科、儿科、
妇科、骨科、五官科等6名医生和2名护士到卫生室展开义诊
活动。为保障活动获得实效，村干部和乡村医生走村串户在
刘平行政村进行了广泛宣传动员。当天参加救治的群众300多



人，免费发放药品1000元，防病宣传手册500多份。

护士下乡义诊心得体会篇三

本次健康教育与义诊服务下乡活动，详细制定了活动实施方，
开了乡村两级医疗单位动员会，会上对活动做了周密部署安
排，会后卫生院公卫科积极筹备活动器材、资料，明确了人
员分工。6月2日至15日，在卫生局和柳梁乡政府的指导下，
卫生院公卫科与各村卫生室负责人、各村委会成员团结协作，
共同为全乡18个行政村，两万四千余名群众开展了健康教育、
义诊服务和健康咨询活动。

活动累计播放健康教育视频15种，播放20余次，观看群
众2400余人次，发放健康教育宣传单21种计1万余份，接受健
康咨询300余人次，张贴宣传画、宣传标语60余副，发放《居
民健康教育66条》宣传册1300余本，义诊群众1800余人次，
卫生院下乡人员150余人次。

护士下乡义诊心得体会篇四

1、加大乡村两级医务人员培训工作，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2、健康教育需要挤时间，多安排，提高频率和服务普及率。

3、三级健康教育网络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4、中医药服务是有效防治农村多发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
基础理论和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培训工作要保证质量，加
快进度，把中医药服务做好做强。

护士下乡义诊心得体会篇五

义诊有别于行医，行医是以施展医术为职业为谋生手段以获



取生活资金来源;义诊是尽义务无偿给人诊察治病，且义诊不
需要很高的医术和必须的医生资质。下面是小编为您带来
的“下乡义诊活动总结模板”，希望您喜欢。

一、 活动目的及意义 ：

在临床系老师的正确指导下，在学生会各个部门的关心下，
在青协和实践部的大力配合下，通过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工
作，此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临床系出队义诊意义重大。活动受到敬老院老人的好评，
同时，在活动期间，宣传了我校的中医药文化，以及对我校
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的平台，增强了学生的责任心，团体
意识，以及增强了推拿手法以及医学知识的进一步掌握，同
时锻炼出一班骨干人才。

对我们而言，义诊活动使我们医学生有了可以进一步掌握测
血压，听心肺音法……的锻炼，同时使我们提高了与人交流
的表达能力。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步入大学就等于步入半个
社会。我们不再是象牙塔里不能受风吹雨打的花朵，通过社
会实践的磨练，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社会实践是一笔财富。

大学学什么?肯定不只是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更要学会怎么融
入这个大时代大背景。别人总是戏称没读大学出来打工的叫读
“社会大学”，但是我觉得“社会大学”也是我们这些含着
大学金钥匙的人必须要修读的。

二、活动优势：

通过开展义诊社会实践活动，使我们逐步了解了社会，开阔
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清了自己的位
置，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自身价值能够进行客观评价。这
在无形中使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增强了我们努力
学习的信心和毅力。在此次实践过程中我们学到在书本中学



不到的知识，它让你开阔视野、了解社会、深入生活、回味
无穷。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实践使同学们
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尤其是我们医学生，只重
视理论学习，忽视实践环节，往往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发挥的
不很理想，所以以后的实习课显得十分重要，而我们作为大
一新生离实习还有大段时间，义诊就成为我们实习的第一个
平台。通过实践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和提高。

就是紧密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知识和水
平。通过实践，原来理论上模糊和印象不深的得到了巩固，
原先理论上欠缺的在实践环节中得到补偿，加深了对基本原
理的理解和消化。

三、活动中的不足及改进的方法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尽管义诊结束后，手法理疗进行了长时间后，大
家都十分累，但是因为能为人民服务，同时，提高了自己而
乐此不疲。

但是，此行还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开始，义诊中个别表
现出来手法不够熟悉，有些同学有点紧张。但在老师的指导
下，很快同学们操作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作为医学生的我们，应该重视平时实验课的操作和要理，加
强课后练习，多向老师进行请教和加强经验交流，熟悉和掌
握一些基本操作!

四、感想和期望

社会是一所更能锻炼人的综合性大学，只有正确的引导我们
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于社会，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



才能使我们发现自身的不足，为今后走出校门，踏进社会创
造良好的条件;才能使我们学有所用，在实践中成才，在服务
中成长，并有效的为社会服务，体现大学生的自身价值。

今后的工作中，是在过去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
拓展社会实践活动范围，挖掘实践活动培养人才的潜力，坚
持社会实践与了解国情，服务社会相结合，为国家与社会的
全面发展出谋划策。坚持社会实践与专业特点相结合，为地
方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为社会创造了新的财富。

此次实践之行，是临床系给了我们学习实践的机会，是学校
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作为国家的后继力量，只
有懂得全面的发展自己，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
投入到祖国的医疗事业中去， “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
干”!

我院在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下乡义诊活动的同时
首先以身作则，为了促进“无烟医院”的建立，给医院职工
和就诊患者一个健康的环境、晴朗的天空。院长提出倡议：
远离烟草、引领健康!下乡义诊是为了是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是增进农民健康、减少疾病的具体体现，执行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搞好控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根据省卫生厅的统一部署，结合“送医、送药下乡”的活动，
我们将控烟与健康的主题思想融在每一次的健康宣教中。我
院201x年从3月—9月份以来先后到xx市两社区两县、五县、
一县、一县、一县等偏远的、贫困的农牧地区进行免费义诊、
免费治疗、发放科普宣传材料等活动30点次。

1.首先制定：我科将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下乡义诊活
动纳入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制定出工作，切实保证送医、
送药的卫生下乡活动落实到实处。提高贫困地区农牧民群众的
“生命质量”。



2.宣教主题

(1)、控烟与健康

(2)、健康万里行

(3)、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宣传;

(4)、宣传卫生科普知识等。

3.主要内容：

(1)《控烟与健康》

(2)《科学、健康、文明生活》

(3)施《传播生命知识》的项目

(4)《预防艾滋病的预防》

(5)超高原眼科疾病的健康讲座

(6)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7)胆囊炎、胆结石、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消
化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8)节炎、腰腿痛病、的防治，骨折后功能锻炼注意事项

(9)性阻塞性肺气肿、红细胞增多症、超高原环境眼科疾病的
预防和治疗、低氧血症、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急性高山病
的预防和治疗、等疾病的防治和治疗。

(10)农牧区女性村民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4.积极参加大型公益活动6次：

201x年3月5日《中心广场——学雷锋活动》

201x年3月8日《中心广场大型大型义诊活动》

201x年6月16日《互助青稞广场百名医师西部行》

201x年7月11日《互助北山义诊》

201x年7月24日《中心广场南侧义诊》

201x年8月18日《中心广场义诊》并且向广大农牧民提供医疗
保健咨询服务：

5.咨询内容：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胆囊炎、胆结石、关节炎、腰腿
痛病、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红细胞增多症、超高原环境眼科
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低氧血症、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急性
高山病的预防和治疗等疾病的防治和治疗，针对女性农牧民
进行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宣传、进一步提高女性农牧民的自我
防护意识。

6.为贫困农牧民进行免费的健康检查：

免费测血压：2509人次;

为贫困农牧民发免费药品价值约：5000元;

免费测血糖：60人次;

免费心电图：80人次;



免费b超：780人次。(其中妇科b超检查：150人次)

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发放中文宣传资料：39983份，赠送健康资料等，提高了农村
群众预防疾病和自我保健能力，促进形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
式。

7.存在的问题：

(1)通过以上健康知识的宣教，感觉收效不高;农牧民对控烟
与健康的问题不能理解，所以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光靠
宣教是不行的。

8.整改措施：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工作要持续开展下去，增强农牧民的
健康意识的。送医、送药的下乡义诊活动，是我院的一项民
心工程，该项工作是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要会同有关部门
一起，将该项民心工程长期地、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让贫
困地区的农牧民切实得到高技术含量的医疗服务。达到防病
治病的目的。

为了响应卫生局党委号召，做好健康教育工作，提高人民群
众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倡导健康的生
活方式、预防和控制各种皮肤病的发生，建立健康行为。我
院领导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利用我们的业务专长，认真组织
实施，加强对全县城乡居民的健康教育工作。

首先我们成立了专门的“下乡义诊健康教育小分队”，由副
院长···任组长，医政科科长···任副组长，抽调业务
骨干，定期组织人员到乡镇驻地，或者偏远村庄义诊宣传。
为了更好的做好这项工作，经院委会研究，配备了专门的车
辆，必要的医疗器械，制作了宣传条幅，印制了多种健康知



识的宣传材料，带足必备药品。

在这一年中，每月最少义诊一次，共计开展义诊活动十五次，
免费诊疗人员四百多人，健康教育受益人数两千多人次。受
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称赞，尤其是一些偏远的乡村，存在
许多慢性皮肤病病人，因为交通不便，经济情况较差，再加
上对皮肤病的认识不足，所以一直缺乏治疗，长期忍受病痛
折磨。

通过这一年的义诊活动，我们认识到有许多患者需要我们主
动的为他们带去专业的医疗服务，需要通过健康教育来转变
他们的健康观念和生活习惯，而不是一味的坐在医院里等病
人。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争取
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为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1x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更好地服务农民群众、服务农村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

xx医院积极响应顺义区文明办、卫生局“深入开展卫生下乡
活动”的号召，于201x4月18日到6月24日组织了送医下乡义
诊活动。通过深入开展卫生下乡活动，及时发现了广大村民
的潜在病情，并向村民普及健康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村民对健康的重视。

但活动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由于义诊
时间及每日工作量的限制，不能村村检查，不能给所有村民
检查，致使一些村民存在不满情绪等。因此，我院于201x
年10月起继续开展“送医下乡”活动，到其它村进行义诊为
更多村民进行免费体检。

一、义诊队组织构成及职责



xx医院于201x10月8日——11月6日近一月来派出医疗专家和
骨干医护人员到马坡、牛栏山镇，为当地群众进行义诊。活
动以免费咨询、免费诊疗、免费发放健康宣传材料等形式展
开。

为开展好“送医下乡 促进健康”义诊宣传活动，xx医院专门
选派了内、外、妇、b超等科室的主任和护士共十三名医疗骨
干组成的医疗服务队，由院领导带队，每日出动医疗车二辆：
早上7：30至下午4：00，为群众送医送温暖。

村民闻讯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咨询、就诊。每日义诊服务点
刚摆好，群众们就迅速围上来，医务人员认真听取村民的咨
询，细致地为他们诊断病情、开处方、量血压、做心电图，
并耐心向患病群众讲解注意事项。医生们就当地农民较集中
发病的高血压、腰腿疼、颈椎病等进行重点施治，并提醒村
民注意结石的早期预防。送医下乡，开展义诊活动受到了农
民群众的欢迎。

二、义诊相关数字统计

此次医疗活动共为当地百姓免费提供健康宣传、诊治及b超、
心电图、测血压、测血糖、妇、内、外科等相关检查;历时30
天;平均每村、每日前来咨询、就诊的村民约一百五十人次;
医院每次出诊人数13人;共到达马坡、牛栏山两个镇共17个
村;百姓咨询、就诊人数达2334人。

(其中血压检测2302例;血糖检测2077例;心电图检查2319例：
肝、胆、脾、胰、肾等腹部b超检查2220例;内科：2301例;外
科：2323例;妇科：1039例。)

此次活动费用均由我院出资，为病人节省各种医疗诊疗费共
计186226元。

义诊活动中，常见疾病比例：高血压565例;脂肪肝20xx例;糖



尿病348例;妇科疾病374例;肩周炎颈椎病958例;腰椎肩盘突
出腰肌劳损915例;胆肾结石824例;心肌缺血心肌炎168例;子
宫肌瘤108例等。

7月20日我院组织6名医生和2名护士，在院长的带领下，冒雨
到xx村卫生室展开义诊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暖和送人群众家
中，现把活动情况总结以下：

一、 精心组织，确保活动获得实效

我院积极响应太和县卫生局“深进展开卫生下乡活动”的号
召，组织了此次送医下乡义诊活动。选派内科、外科、儿科、
妇科、骨科、五官科等6名医生和2名护士到卫生室展开义诊
活动。为保障活动获得实效，村干部和乡村医生走村串户在
刘平行政村进行了广泛宣传动员。当天参加救治的群众300多
人，免费发放药品1000元，防病宣传手册500多份。

二、 反响热烈，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此次卫生下乡义诊活动深受广大村民的欢迎，不但消除了村
民疾病的隐患，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强化了村民
卫生保健意识，使广大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疾病检查，才能预
防疾病，健康的体格才能全心的投进到生产中，更好的为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群众反响热烈，获得
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 长时间坚持，定期下乡建立长效机制

鉴于此次卫生下乡活动的成功举行， 院领导班子研究决定，
在全镇剩余5个行政村继续展开，并且把每一年的7月份作为
高庙镇卫生院“送医、送药下乡活动月”，抽调骨干职员下
乡义诊。

总之，这次“送医下乡”义诊活动遭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



迎和赞美，得到了农民群众的认可，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创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