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镇打击非法行医简报 打击非法行
医工作总结(优质5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乡镇打击非法行医简报 打击非法行医工作总结篇一

9月份，**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共查处非法行医30户次，其中
牙科3所、内科26所、医疗美容1户，罚款1050元，没收器
械10件，药品46箱。9月份群众举报案件30件，处理30件,处
理及时率100。卫生部门出动人员210人次,车辆80部次，其他
相关部门出动人员18人次。十一前夕为了确保节日安全，9
月26日晚，**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在**区公安局**镇派出所
的协同配合下，出动卫生监督员10名，连同8名公安干警以
及30名治安巡防队员，对**区后泥洼路地区的5户非法行医点
进行了依法查处并予以取缔。

行动的时间锁定在非法行医者活动频繁、猖狂的夜晚时分，
这样更加有利于彻底清除一些“白天闭门不开，晚上病人排
队”的隐蔽“黑诊所”，使打击行动更具明确性、有效性。
同时，改变惯有的单一查抄方式，采取“分点—撒网式”行
动，在各个非法行医点处先派驻巡防队员把守，防止狡猾的
非法行医者弃店逃跑或转移药品及其他医疗器具，随后，再
由监督员分别对各非法行医点依次进行查处。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查处取缔非法行医5户，其中牙科1户，
罚款人民币200元整，没收大量药品、医疗器具共计11箱，其
中检查床一张、简易牙钻一台，其它医疗辅助设备若干。经
调查该地区的非法行医者均不具备相应行医资质，他们来京
后一直从事非法行医活动，有的已被查抄过多次仍不思悔改，



和卫生、公安部门打起了“游击战”，有一家自称“医术精
湛”进行招摇撞骗。通过此次行动，彻底、有效地打击了该
地区猖獗的非法行医活动。

9月份共检查医疗机构34所，抽查卫生技术人员51人，对使用
非卫生技术人员的2家医疗机构罚款1500元。本月共处理投诉
举报7起。处理及时率100。

随着打击非法行医专项工作的不断深入，非法行医人的招数
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卫生监督部门将继续联合各方面有效
力量，加大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发现一起取缔一起，加强
对法律和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采取有效措施激发群众自觉
监督举报的积极性。同时，体制建设中更应充分发挥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作用，从根本上切断游医药贩行骗的途径，使之
无可乘之机。

乡镇打击非法行医简报 打击非法行医工作总结篇二

截止12月1日，我所共立案查处非法行医14户，其中非医师行
医案5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案9件。
截至目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12起，没收违法得所3户次，没
收金额1.50万元，罚款金额46.25万元，没收违法得所6户次，
没收金额2.3667万元，没收物品器械价值6.88万元。

经过多年的打击，非法行医的警惕性和隐蔽性逐渐增强。非
法行医者往往利用中午、晚上、双休日、节假日等执法人员
非工作时间进行非法行医活动。为杜绝非法行医行为的存在，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震慑非法行医行为，我所根
据掌握的线索及非法行医的活动规律，安排卫生执法人员错
时执法。

（二）请公安部门协助办案

由于非法行医取证难，当事人不配合等情况，区卫生监督所



请求公安协助调查就诊患者3名，查询身份信息6次。在部门
的配合下，顺利调取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并利用公安机关的
办公场所，对非法行医者、就诊患者进行调查取证，使案件
调查顺利进展。

（三）开展非法行医线索排摸，重视投诉举报。

为筑牢基层打击非法行医的网底，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
有卫生监督协管员1-2名。根据《奉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打
击非法行医摸排工作制度》，辖区责任卫生监督员和卫生监
督协管员负责对非法行医点进行全面无死角摸排。

20xx年我所开展无证行医和非法医疗美容的人员及场所的非
法行医回访复查工作，共排查34余户次。根据回访复查工作
来看，效果较好，现场未发现可疑的器械、药品及开展诊疗
活动的痕迹。

（四）加大信息报送力度，营造打非宣传活动氛围。

20xx年，我所多次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大力宣传打非
工作信息。同时在奉化区岳林公园开展了一次非法行医现场
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8名，设置宣传版画5块，
主要介绍非法医疗的形式及危害性。宣传现场发放非法行医
宣传折页200余份，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悉心解答群众提出的问
题。

总之，我所打击非法行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非
法行医尤其是非法医疗美容手段隐蔽，调查取证工作难。打
击非法行医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进
一步规范我区医疗服务市场。

乡镇打击非法行医简报 打击非法行医工作总结篇三

为了进一步提高xx市全市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力度，全面规范



我市各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依据《xx市卫生监督机构20xx年
打击非法行医实施方案》的要求，现制定xx市打击非法行
医“县区行”活动下半年落实方案，请遵照执行。

（一）不定期行动：

1、根据群众投诉举报和上级移交案件，根据违法事实的严重
程度，采取市、县区卫生监督机构联合行动，从重从快打击
严重违反卫生法律法规的非法行医行为，由市卫生监督机构
和事发当地卫生监督机构共同负责执行。

2、根据打击非法行医工作开展的情况，及时举行对取缔无证
行医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药品和器械处理销毁活动，由市卫
生监督所组织，全市各县区卫生监督机构参加。

（二）定期行动：

1、行动时间：

每二个月举行一次，为期1天（具体安排见附件1）

2、行动内容：

组织全市集中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的宣传活动和打击非法行医
重点区域内无证行医活动。

3、行动方案：

由xx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负责组织安排全市各区县卫生监督
员，在全市各县区轮流同时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的宣传活动和
打击非法行医重点区域内无证行医行为。负责安排落实相关
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一）市卫生局及卫生监督所必须精心安排、组织打击非法



行医“县区行”行动，对各县区_门参加行动的表现及时给予
表彰和批评。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人必须高度重
视打击非法行医“县区行”活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
要亲自组织和参加活动。并全力提供活动所需的执法车辆、
人员和经费。

（三）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应派有打非工作经验，工作责任心
强的卫生监督员参加专项活动，同时加强对重点区域打击非
法行医成果的巩固工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在积极组织参加全市集中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的宣传活动和打击非法行医重点区域内无
证行医活动的同时，应结合本地区医疗市场的特点，开展多
种形式的打击非法行医工作，要注重实效，防止走过场。

乡镇打击非法行医简报 打击非法行医工作总结篇四

行动期间，我市共出动监督员 615人次，车辆166台次，检查
医疗机构214户次，美容院65户次，药店27户次。处罚102户，
罚款人民币17.83万元，取缔无证行医88户，没收医疗器械18
件，没收药品35箱。同时对4家正在电视台发布医疗广告的医
疗机构进行了检查，对其中3家不能提供《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的医疗机构给予警告，责令立即停止发布违法医疗广告。

本次专项行动中，我局组织部分医疗机构开展了以“依法执
业，诚信服务”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同时组织卫生监督机构
开展了以“打击非法行医，构建和谐内蒙古”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共出动宣传车12辆，悬挂横幅29条，制作宣传版面96
块，发放宣传材料4900余份。在宣传期间，卫生监督员主动
向市民讲解“非法行医”的危害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了
宣传作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1．无证行医屡禁不止。近年来，尤其在我市城乡结合部，一
些学过医学专业却未取得行医资格者采用短期租房、经常换
址、行医场所只存放极少量药品器械的办法与卫生执法人员
开展了“游击战”，这些非法行医者虽屡被查处，却因卫生
执法体系尚未健全，卫生执法人力、物力等有限，无法对其
进行经常性处罚与打击，无证行医现象依然存在。

2．部分医疗机构由于政策的不连续，存在雇佣非卫生技术人
员行医的现象。特别是一些诊所以带徒、接收实习、进修人
员为名雇佣未取得执业资格的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活动。

3．超范围行医现象较为严重。一些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诊所由于受利益驱动，经常超范围行医；如：中医诊所开
展静脉点滴；西医诊所开中药处方；擅自开展口腔诊疗以及
性病诊疗活动；擅自开展接生、药物、流产、非法进行胎儿
性别诊断等诊疗活动。

4．违规张贴、悬挂招牌，违规发布医疗广告，误导患者。个
别医疗机构在户外以及新闻媒体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或超
出审核内容擅自发布医疗广告，开展不实宣传，以优惠、免
费检查为由，诱骗患者。

1．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统一协调，明确职责，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职能齐抓共
管，联合执法，做好信息沟通与交流，加强地区间沟通，形
成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合力。

2．严肃法纪，狠抓大要案查处。要认真受理群众投诉举报，
做到有案必查，有查必果，切实做到案件查处到位、责任追
究到位、整改措施到位，信息公布到位，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3．依法行政，严格医疗机构设置和审批。要按照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和标准，依法严格审批。



4．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等
媒体，广泛宣传卫生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守法意识。

5．加强综合执法，探索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要进一步加强监
督队伍能力建设，加强人员培训，提高监督人员素质，提高
监管能力和工作水平，建设一支廉洁自律、执法公正的监督
队伍。

乡镇打击非法行医简报 打击非法行医工作总结篇五

一、基本情况

全市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1312个（含诊所等）。其中：市、县
（区）综合医院7个，中医医院6个；专科医院3个，企事业单
位职工医院11个，妇幼保健院(站)7个，中心血站1个，专科
疾病防治所1个，门诊部5个，乡镇卫生院85个（其中中心卫
生院31个），村卫生室882个，城区诊所、医务室、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等304个。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913人，其中：
执业医师1441人，执业助理医师567人，注册护士1207人，药
剂人员304人，检验人员187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944人，乡
村医生1263人。

二、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

电话会议后，、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了打击非法行医
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作为打击商业
欺诈专项行动之一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府分管领导对打击非
法行医专项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成立了由卫生、科技、公
安、监察、人口计生委、药监、工商七部门组成的打击非法
行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下发了
《张掖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
标、工作范围和工作重点，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讨论研究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及
存在的问题。市卫生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开展打击非
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成立了由市卫生局主要领导
任组长、分管领导、市卫生监督所领导任副组长、市卫生局
和卫生监督所有关科室人员为成员的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工作小组，负责协调全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各县(区)
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顺利
进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同时，市、县(区)加强法律法
规的宣传，注重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设立打击非法行医
举报箱和公布举报电话，在广播、电视、报纸上广泛宣传打
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意义、目标、任务和措施，形成了人
人关心、支持参与打击非法行医的社会氛围。

《张掖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报》全文内容当
前网页未完全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