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医务人员支援疫区工作总结汇报 医
务人员对口支援个人工作总结(实用5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优秀的总结都
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医务人员支援疫区工作总结汇报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一

x区卫生局高度重视对口支援工作，主要领导多次与x区卫生
局及所属医院领导会面，积极争取技术设备扶持，并借助其
先进管理经验，共同探讨我区卫生事业发展前景，深刻把握
卫生发展动向。

在x卫生局的协调下，x医院、x中医院分别向中医院提供病床、
风扇等设备86件，价值4万余元；向x卫生院提供x光机、心电
图机、麻醉机、半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48件，价值70万元。
中医院正在扩建病房楼；x卫生院基础设施薄弱，缺乏先进的
诊疗设备，这批设备的投入，满足了两所医院的实际需求，
有利于临床业务的发展。

8月份，x区卫生局组织x中医院、x医院等单位的内科、心脑血
管科、糖尿病科、儿科等专家及行政管理人员30人，来我区
参观指导。专家们参观了区医院，对医院建设提出了指导性
意见。通过座诊为我区260名患者进行诊治，并对区医院的40
名医生进行业务指导。指导结束后，区卫生局组织有关单位
与专家组赴克旗草原参加了联谊会，进一步拉近了关系。

在以后工作中，区卫生将进一步拓展与x城区等单位的协作，



探讨建立管理及业务骨干培养基地，加大技术协作，引进高
新技术项目，积极争取资金、设备投入，不断提高我区医疗
技术水平。

医务人员支援疫区工作总结汇报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二

全体支农医疗队员均得到妥善的生活安置，所有乡卫生院的
队员的生活的被褥及用具均为新的，除xx乡受条件限制外，
其余乡卫生院均为队员安排了伙房，多数还配有厨师，使得
队员在生活上得到全面的照顾，得以安心从事支援工作，解
除了医疗队员的后顾之忧。

本期支农共有23名队员被分派到我县，在县医院、大河家、
刘集、关家川、xx、别藏、安集等7个医疗单位开展支援工
作。23名队员均在规定的时间分赴各受援单位开展支农工作，
我们多次检查时除有三位队员请假外，其余队员均在岗，各
受援医疗机构统计的出勤情况为22名队员全勤，1名队员（刘
玉军）缺勤3天。

三、

为更加科学的考核队员的业务工作情况，我们根据万名医师
支农工程“技术指导手册”和今年省卫生厅万名医师支农工
作有关文件精神，拟定了内容包括：诊断、治疗、开展手术、
检查患者例数；工作日记页数及内容；参加义诊次数；医疗
宣传及讲座次数；协助管理情况；新业务开展情况；确定并
开始带教工作等内容的支农队员工作情况量化考核表，对每
位队员的支农工作情况逐一进行了考核。为了充分了解考核
各位队员的支农工作情况，县卫生局先后多次组织相关人员
到各受援单位督导检查各支农队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按照
拟定的量化考核表对每个队员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考核。

据统计，支农医疗队员累计诊疗病人6114人次，出诊250人次，



每位队员均有诊治患者的书面记录；有6名队员主刀及参加完
成手术共计179台次；平均每位队员书写了工作日记20篇，其
中4名队员书写出质量较高且页数超过90页的工作日记；参加
大型义诊及健康知识宣传活动7次，诊治患者500余人，发
放“孕产常识”、“中小学眼睛保健常识”等健康知识宣传
单4000余份，受宣传人次达17245人次；开展巡回医疗66次，
服务人次达8538人次；6名队员开展了系统专业知识讲座196
次，10人进行了口头的专业知识宣讲，培训人数达2338人次。
利用闲置设备15台，开展项目15项；有10名队员协助受援卫
生院开展了新业务7项；有10名队员从事了协助管理工作（帮
助受援医疗机构拟定标准操作规程或规范，以及提出书面建
议等）；有20名队员与受援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确立了一对
一的带教关系，累计指导带教40名基层医疗队员；积极安排
及联系受援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和带教工作，免费安
排县医院的3名医生和8名护士、大河家卫生院3名医技人员，
共14人在xx省肿瘤医院相关科室进行专业技术进修。

各医疗队员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创造条件，在受
援医疗单位领导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扎实开展了各项支援
工作，如支援大河家中心卫生院的马任飞同志，发现大河家
卫生院时常有危重患者，但卫生院的3台监护仪却闲置未用，
立即积极宣传讲解针对危重患者使用监护仪的重要意义，并
教会指导医护人员合理使用“多参数监护仪”，尤其提示在
急、危重患者和夜间收治患者中一定要使用“多参数监护
仪”，即可提高卫生院对患者病情的观察水平，增强患者和
家属住院的安全感，并且降低了医疗纠纷风险，还增加了医
院业务收入。支援县医院的姜专基同志，他是乳腺肿瘤方面
的专业技术人员，由于认知与理念的差异，呆在医院诊室或
参加义诊患者人数都较有限，为更大范围的开展医疗诊治工
作，他积极提出要走出去多方接诊，在县卫生局的协助下，5
月份他先后到吹麻滩小学等单位，为90余名女性进行了乳腺
普/筛查及乳腺自我检查等知识的宣传教育，受到了群众的好
评。支援大河家中心卫生院的杨涛同志，运用封闭疗法治疗
骨科一些既常见又别科医生不易诊断的疼痛症，并教会卫生



院医生们也逐渐学会了诊断和注射，方便了病人，又切实可
行，既帮助受援卫生院提高了业务水平，又可能增加卫生院
的业务工作量和收入。大河家中心卫生院自5月起每周组织医
疗队员对住院患者进行2次以上查房，指导受援卫生院医生提
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水平，经我们调研这种方式很好，因为本
次派往大河家的4位医疗队员均为即将申请副高职称的专业技
术骨干，医疗专业技术水平高，医技精湛通过这种交流方式
可以较有效的提高受援医疗机构医生的医技水平，规范受援
医疗机构医生的医疗行为，医疗风险得以充分控制，患者的
治疗效果大幅提高，值得其他受援医疗机构效仿。队长金育
忠根据县医院领导的安排与要求积极协助医院上科研课题，
协助县医院何克东主任完成课题申报文本一项，与县医院协
作进行科研课题一项，“肿瘤患者疼痛治疗现状调查及分
析”。县医院自5月起安排支农队员在全院周会上开展专业知
识专题讲座，每次均有50名以上县医院专业技术人员听讲，
并做有听课日记及记录，金育忠、王海东两队员共计进行6次
学术讲座，累计听众370余名。

通过卫生支农项目的开展，带教了一批基层医务人员，建立
了长期的带教协助关系，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其专业技能与
诊疗水平，规范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受援医疗单位
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是个别队员对自身支农工作任务不清，没有按照“技术指
导手册”开展工作，以至工作成效不高，主要表现在：在
近10个月工作中有3名队员工作日记内容仅为领导讲话以及受
援医疗机构的日常工作简单记载，未见该队员的具体工作记
录。2名队员在其受援单位未看到从事诊疗患者工作的书面资
料，多数队员尚未开展系统专业知识讲座及宣传工作，仅
有10名队员从事了协助管理工作。

二是部分受援单位领导对支农队员的管理及工作任务安排不
够认真，大部分受援单位均未详细统计队员诊疗活动记录，
受援卫生院要求不到位也是导致部分支农队员工作成效不高



的原因之一。

三是受援医疗单位基础条件差，给队员工作生活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六周期的支农工作中认真加
以改进。

医务人员支援疫区工作总结汇报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三

为加强基层卫生院建设，改善受援卫生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及
服务能力，根据文件要求，结合调研结果和我院实际，xx年我
院在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为对口
支援乡镇卫生院的各项工作起到了较大的促进，现将对口支
援乡镇卫生院工作总结如果下。

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导向，解决乡镇卫生
院医疗服务中的`实际问题为突破口，以加速乡镇卫生院人才
培训为重点，努力提高卫生院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能力，使
广大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根据宜良县卫生局安排，我院对口支援竹山乡中心卫生院、
草甸乡中心卫生院。

（一）医疗技术援助：我院将所支援的2个卫生院设为“宜良
县红十字会医院协作医院”，选派内科、外科、妇产科、眼
科、b超室、放射科、护理，化验室的医院骨干医生定期或不
定期到受援卫生院帮助指导工作，解决业务中遇到的困难。

（二）对专业技术人才帮带培训：我院为所支援的卫生院内
科，外科，妇产科、医生实行了业务技术的帮带，并且在我
院帮助培训了一名心电图医生。



（三）基本医疗服务指导：我中心采取传、帮、带等方式，
协助所支援的卫生院建立急救响应体系，以解决目前乡镇卫
生院医疗急救水平不高的问题，提高孕产妇救治的及时性；
同时，建立并强化以当地常见病、多发病为主的内科、妇科
门诊。

（四）开展双向转诊制度建设：通过协作逐步实现“小病不
出村，大病进医院”的目标，以协助单位建立转诊关系，需
要修养的病人转回协作单位，协作单位无条件治疗的转我院
治疗。

医务人员支援疫区工作总结汇报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四

为响应党和卫生部的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在我院的
正确领导下，我们医疗下乡支农小组来到了长顺县x医院，和
当地医院的同事们，共同学习，共同努力，共同工作，共同
进步，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多想办法，努力工作，
仔细耐心，热情周到了为当地的各族群众提供就医服务，增
进农民健康意识，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遵纪守法，团结互助，指导长顺县医
院建立基本的业务规范和制度，帮助医务人员提高基本诊疗
业务技术水平和开展教育工作，对下乡帮扶的医护人员以讲
课、示范、讨论等形式面对面、手把手地交流，很好的提高
基层医护人员诊疗水平。本人具体指导超声腹部、小器官、
心脏等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诊疗工作，指导基层医生
掌握如何诊断更好地为临床医生服务，因为在超声诊断里同
图异病、异病同图的病例很多，为了更好地让他们熟悉掌握，
对每一个病例分析，首先考虑什么病，然后是什么病，再是，
并对病倒进行鉴别诊断，很好地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

通过一起共同工作及交流，帮助纠正基层医务人员一些错误
的观念和诊疗技术，对规范和提高他们的诊疗行为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如指导x作肝脏，怎样才能从各个切面把肝脏看得
清楚并且避免遗漏，同时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为今后工
作的相互联系和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基层医务人
员业务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也有利
于我们能更多深入地接触病患，促进科研工作的开展。这些
都有利于我们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同时到最基层的农村进行义诊，深受村民欢迎，义诊群众较
多，有利于普及医疗卫生常识。

当然在我们帮扶的这一年时间内，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基
层医疗的硬件限制和人员素质等的因素，开展健康教育、行
为干预等工作未如理想，需要进下一步加强培训。

我走过那些天的日子，多少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场景还在眼前，
多少质朴诚恳的话语还在耳边。有付出就有收获，我的医疗
下乡支农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在工作完成的同时也有不
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都将作为我在今后工作中宝贵的
经验和财富，促进我的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医务人员支援疫区工作总结汇报 医务人员对口支援
个人工作总结篇五

一、在医疗队伍建设上，通过请省二院专家来院帮扶、到省
二院进修等多种方式提高业务水平，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得
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二、对口支援工作取得实效

一是全面开展医疗工作，包括坐诊、查房、会诊、疑难病例
讨论、手术、讲座等。

二是开展传、帮、带工作，为充分发挥每名专家教授的专业
所长，我院有计划的对全院业务骨干进行轮训，让他们把自



己的临床经验、专业技能面对面的传授给我们，把带教工作
落实到实处。

三是开展教学活动，专家们定期安排培训讲课时间，科学设
置讲课内容，每年开展1—2次全院培训大课，共计参加科
内20余次疑难病例讨论，提高了我院医疗水平的诊断能力。

四是开展临时性医疗支援，专家们不仅对帮扶科室进行全面
帮扶，还开展了临时性医疗支援活动，暖冬行动下乡义诊10
余次，使广大的.农村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省级医疗专家
的优质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是为我院免费培训进修医师13人，进修期均为半年至一年，
13位进修人员反映挺好，学到了专业知识及管理经验。

三是帮扶工作给我院带来的效益情况

经过技术帮扶与合作，省二院切实结合我院和我县情况，为
我院带来了长期发展。

（一）推动医院经济和社会效益情况。20xx年我院就诊人数明
显增加，门诊人数至今为止达614839人（次），住院人
数33720余人次，比上一年同期均有进一步增长。我院经济效
益得到明显提高，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情况。在省二院专家精湛的医疗
技术，高尚的医德医风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专业领域的指导
下，我院先后开多项新技术、新项目。如：4.5小时急性脑梗
死静脉溶栓治疗、心包穿刺术+置管术、腹腔镜下双侧输卵管
成形术、mtt技术在肌骨痛中应用、后激素注射；耳内镜手术、
乳腺穿刺活检、心包穿刺术、骨髓活检、腹腔穿刺置管术等
一系列技术项目，提高了我院技术水平，做为维护一方百姓
健康的有力保障，是我院影响力提升，降低了患者到上级医
院就诊费用，增进了医患关系融洽。



（三）方便群众就医，省二院派驻高年资专家定期来我院坐
诊、查房、会诊、疑难病例讨论等活动。迎来了患者的广泛
赞誉。对在我院不宜诊治的疑难病例及时转诊，为方便患者
就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增加了群众对我院的认可程度。

（四）推动了卫生行业作风建设。各位专家以精湛的医疗技
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泛的赞
誉和社会的认可，多次拒收红包和吃请，对我院卫生建设起
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五）协作医院工作情况，为把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知识留
在临城，我院县有条件不易诊治的，进行了转诊。

下一步工作的想法，我们准备进一步加强医疗协作，尽可能
多地安排我院医务人员到省二院进修学习，对帮扶的科室要
保持长期性，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和广大患者就医需求，以
后适当调整帮扶科室。

省二院医疗队的支援，使我院得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医疗水平明显提高，门诊量大幅度增长，住院率大幅
度增加，在他们的带动下，我院医疗质量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