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援鄂抗疫个人工作总结(6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
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
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023年援鄂抗疫个人工作总结(6篇)篇一

xx年动物防疫站个人总结 撰写人：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 xx年动物防疫站个人总结 泷泊镇动防站 金
洋洋 自分配到泷泊镇动物防疫站工作以来，在县畜牧水产局
主管单位的正确领导下，在镇政府直接的指导下，按照动防
站的防疫工作部署，本人积极主动配合站长有效有序的圆满
站里各项工作。通过不断地实践工作，体会很多，思考也颇
多。

同时负责站里内务，保持站内整洁有序，确保工作环境健康
舒适。

工作中锻炼，工作后提升，高度注重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
经常利用夜晚或者闲暇日，阅读《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教
程》、《专业技术人员学习能力建设教程》、《新农村建设
支百招》等书籍、党政报刊。坚持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
纪律约束自己，用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自己，坚决与上级
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各种学习途经不断充实、提升自
己，掌握和领会政策、法规、理论知识、业务等知识。每天
都简洁记录工作日志，以便日后改正不足，以利更进一步的
提高自己。



坚守本部门本职位，协调各部门各分管。坚守防疫员工作岗
位，积极主动参与县畜牧水产局开展渔民解困的前期工作，
协助镇政府办公室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镇领导交办的
各项工作，得到领导的信任和好评。

协调能力略显加强，树立动防站良好形象，促进动防站和镇
政府的良好关系。

四个月的工作中，跳出自身看个人，差距很大。刚毕业就参
加工作，经验储备远远不够，虽防疫方面的基本技术业务尚
能应对，但面对家畜病症辩证困难;汇报工作意识不强，简单
的认为只要工作落实就好，却没有主动、及时向相关领导汇
报。

动物防疫站党支部党建工作总结

防疫站出纳年终工作总结

防疫站工作人员个人述职报告范文

个人年终工作总结年范文

2023年援鄂抗疫个人工作总结(6篇)篇二

为全面贯彻落实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文件精
神，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城市医生到农村服务的有关规定，xx工
作已圆满结束，共x个专业x名医师参加了支援，在为期一年
左右的工作中，对于对口医疗机构主要从常见病、多发病和
重大疾病医疗救治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使农民就近得
到较高水平的基本医疗服务，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问题;对
对口医疗机构内工作人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实施各种形
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业务水平。同时我院的医务
人员也亲身感受到了农村医疗卫生的现状，收获、体会颇多。



每位城市医生结合各支援学科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门诊、
病房工作，共完成门诊x次，查房x人次，手术x人次(包括麻
醉科麻醉)，并协助完成会诊工作。以有限的药物和检查手段，
尽量给予病人满意的治疗。在临床工作中注重随时对患者及
其家属进行宣教，增加群众的健康知识及防病、治病的意识。

接触国内外专业知识较多的优势，在各个支援的科室内共进
行小规模讲课x次，参与x继续教育讲课8次，将一些国内、外
领域的学科新进展带到基层医院。发挥教学医院的特长，对
于住院医、转科医生以及实习学生，言传身教并严格要求，
通过典型病例的分析，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业务水平。

将病历书写、查房制度等基本医疗管理制度切实的运用到实
际工作中，促进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管理水平的提高。并根
据工作体会，为对口支援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多条合理化建议
及改进措施，为其发展献计献策。

我院医务人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与患者更好的沟通建立
和谐的医患关系使患者的依从性更好，有利于疾病的治疗。

在卫生支援的过程中，广大医务人员体会到：我市郊区县卫
生事业已取得了很大发展，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完善，病
人就诊环境明显改善。门诊收费、处方信息化联网处理，方
便了患者，减少了患者排队划价、取药的时间。但现今乡村
医疗卫生水平与我们国家小康社会所要求达到的医疗卫生水
平还有一定差距，农村广大居民的卫生健康知识有限，对一
些常见疾病的认识不足。在区医院组织的下乡义诊活动中，
深切的感到群众对健康知识的渴求，需要医疗卫生工作者进
一步深入基层进行宣传。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农村卫生工作，
是繁荣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稳定的.重要条件，
是增强农民素质、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

通过此次农村服务工作，我院医务工作者与对口支援医疗机
构的医务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相互得益，互



助互长。今后，我院将继续分期分批组织医师对口支援基层
医院，努力做到派出一支队伍、带好一所医院、服务一方群
众、培训一批人才，并逐步形成一项制度，为进一步加强新
时期的农村卫生工作尽力。

2023年援鄂抗疫个人工作总结(6篇)篇三

1、高度重视，早安排、早部署。为了把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落到实处，我局及时召开了由各乡镇农办主任参加的秋防
工作会议，对全县秋防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印发了《__
县20__年秋季防疫实施方案》，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秋防工作
的开展。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今年秋季使用猪口蹄疫疫苗13
万毫升、牛羊口蹄疫疫苗28万毫升、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210
万毫升、猪瘟疫苗13万毫升、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13万毫
升、免疫证明3.55万张、养殖档案94本、耳标钳子28把，猪
耳标5万套、牛1.2万套、羊5万套。共免疫禽421万只、猪6.5
万头、牛4.8万头、羊9.2万只。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
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鸡新城疫免疫密度均达100%。

2、落实经费，搞好防疫。为保证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县政府把防疫经费纳入县财政预
算共8万元，建立健全疫苗台帐。

二、防疫措施

1、防检结合，促进秋防工作。首先，严把产地检疫关，切实
做到临栏检疫，加大免疫标识监督力度，对无免疫证明、无
免疫标识的动物不得出具产地检疫证明;其次，严把屠宰检疫
关，对进入屠宰场的动物严格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没有产地
检疫证明的不准进场，对屠宰的动物实施同步检疫，做到随
宰随检，有宰必检，确保动物产品质量;再次，严把流通环节
监督关，加强动物、动物产品交易市场、超市冷库的监督检
查，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确保人民群众食肉安全。



2、消毒灭源工作。为了更好的防疫灭病，结合秋防工作在全
县开展了消毒灭源工作。目前全县消毒40万平方米，使用生
石灰2吨、火碱500公斤，其他消毒药品1.5吨。

3、采取包片制度。我局把全县的乡镇按照方位进行划分，每
片一个领导负责，每片的每个村都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包村，
把责任落实到人。

2023年援鄂抗疫个人工作总结(6篇)篇四

1、预检分诊制度执行不到位。

2、未设置规范的医疗废物暂存场所，产生的医疗废物与可回
收医疗废物均放置于卫生间内，未提供出与医院的医疗废物
转运交接登记记录。

3、村卫生室放置于预检分诊点地面的1桶鸿洁日化牌消毒液
瓶身标注限用日期为2021年2月1日，已过期。

1、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和首诊负责制度。我院实行24小时
值班制，对预检分诊点值班人员进行排班值守。严格按照国
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检分诊操作表》开展预
检分诊工作，对所有来院就诊患者进行体温检测，查验“三
码”(健康码、行程码和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记录)，并对所有
来院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对红黄码人员、发热患者或有流行
病学史、接触史、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等情况，且有干咳、
乏力、嗅(味)觉减退、咽痛和腹泻等新冠肺炎相关临床症状
的就诊患者，立即指导患者做好个人防护，按照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闭环管控”图的要求第一时间报告并严格闭环
管理或者转送至定点医院就诊。

2、规范设置医废暂存点。我院将医疗废物暂存点设置于一楼
门诊卫生间内，相对独立于医疗区和生活区。及时清理了暂
存点里的可回收医疗废物和其他杂物，确保暂存点只存放不



可回收的医疗废物。暂存点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全部
配备了医疗废物黄色垃圾桶和垃圾袋。配备专人管理医疗废
物暂存点，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暂存点。定期对暂存点的医疗
废物转运至第二人民医院并进行交接登记。

3、村卫生室规范配备消杀用品。村预检分诊点设置于村委会
院内，村卫生室的消杀用品是卫生院统一调配的。督导检查
发现的过期消毒液是村委会放置于院内用于村委会院子喷洒
消毒的消毒液，不是卫生院配备的消毒液。29日和30日我院
组织专人对我辖区所有的村卫生室的消杀用品进行了全面自
查整改，确保足量的消杀用品并全部在有效期内。我院给村
卫生室配备的84消毒液生产厂家为德州安卫士消毒制品有限
公司，有效期为2022年8月1日。

我院将以此次督导检查为契机，高度负责，按照上级的工作
要求和部署，进一步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

2023年援鄂抗疫个人工作总结(6篇)篇五

医院参加“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自我省“万名医
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活动开展后我院本着提高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和水平，加强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医疗救
治，使农民就近得到较高水平的基本医疗服务，缓解基层群
众看病难的问题和提高基层医院管理水平的宗旨，在上级有
关部门的协调下，院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结成了帮
扶对子。

20xx年6月6日，河科大一附院针对我院专业范围向我院骨科、
妇科、内科、儿科派达了五名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驻院医
师，他们分别是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苏森，骨科副主任医师
常彦卿，儿科主治医师娄丹（女），神精内科主治医师杜敢琴
（女），血液内科主治医师荆凌华。自支援医院下派人员到
达我院，并未因我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食宿不周，交通不便
而抱怨，而是积极的投入到的工作中与我院广大医护人员一



同坐诊、查房共为医院的发展劳力费心。

在过去的五个月中，下派医师不仅与我院医务人员同甘共苦，
还额外肩负着培养帮扶我院医务人员的工作，他们在门诊病
区开展正常医疗工作的同时还开展技术培训，集中授课，通
过查房、手术、疑难病例讲解的临床带教形式，弥补我院医
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的不足，并且积极参加医院管理，把优
秀的管理经验带入我院的部分科室，以自身的经验和专业技
术作参考为我院的专科建设提出了诸多建议。

下派医师的到来促进了我院部分科室专业水平的提高，在我
院骨科，下派医师进行临床带教了背柱骨折脱位脊椎侧前方
减压术和全椎板切除髓核摘除术等一批具有较大难度手术病
例，给我院的医务人员传授了新的治疗手段，在内一科下派
医师为广大医护人员进行了“中枢神经解剖”促进了内科在
神经专业病症上的发展，在内二科，下派医师开展了“白血
病的化疗”和“血液系疾病”的授课。而在儿科和妇产科，
下派医师发挥的专业特长的同时还把支援医院先进的管理方
法引进到我院，加强了对所在科室的内部管理，通过四、五
个月的实行后，妇科每月的经济效益与同期相比有了明显的
提升，增长幅度在30左右。

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活动的开展中，作为受援
医疗单位，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弊病和不足，
但新鲜力量的加盟和高级技术人才的`流动带来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我院内二病区有这样一位病人，他原来
在洛阳某医院治疗血液病听说荆凌华医师被下派到我院后，
便专程赶到我院到内二科进行治疗，下派医师带来的不仅是
病人还有优秀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有是宝贵的财富。
现在县域内的广大群众不用出县就可以亨受到市级专家的诊
治对于减轻一方群众的经济负担也是利大于弊。

虽然有下派活动的帮扶，但是基层医疗单位的不足和弊端并
不就因此而完全消除。目前存在诸多的问题：例如短期内基



层医院的基础设备并不能得到完善，管理机制只存在于部分
环节上的改善；医疗技术的提高也只能是积累并不能够促成
质的突破，技术服务的提高仍需很长一段时间。

而我们仍有较多的担心和顾虑，首先帮扶活动是否具有长效
性，不仅在这三、五年的阶段中进行帮扶，这种帮扶活动能
否具有长久的延展性，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活
动结束后是否有一样效应；其次下派医师到受援单位对口科
室工作势必会对该科室产生良好的效应，而这种影响是否会
因下乡医师的替换或到期而结束，建议能否在下派医师完成
下派任务后，受援单位的对口科室与下派医师所在原单位的
科室，结成对子进行帮扶互助；再次，帮扶活动主要是上级
医院下派人员到下级医院，是否能够进行双向交流，下级医
院也可选派部分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

最后，建议对下派医师在经济上给予补贴，解除下派人员的
后顾之忧，缓解心理不平衡的状态，更好的利于帮扶活动的
开展。

2023年援鄂抗疫个人工作总结(6篇)篇六

为全面贯彻落实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的通知》（卫医
发[20xx]165号）和《关于北京市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工作
实施意见》（京卫医字【20xx】84号）的精神，根据北京市卫
生局城市医生到农村服务的有关规定，**工作已圆满结束，共
*个专业*名医师参加了支援，在为期一年左右的工作中，对
于对口医疗机构主要从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医疗救治
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使农民就近得到较高水平的基本
医疗服务，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问题；对对口医疗机构内
工作人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实施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
基层医疗机构的业务水平。同时我院的医务人员也亲身感受
到了农村医疗卫生的现状，收获、体会颇多。



以有限的药物和检查手段，尽量给予病人满意的治疗。在临
床工作中注重随时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宣教，增加群众的健
康知识及防病、治病的意识。

医院的特长，对于住院医、转科医生以及实习学生，言传身
教并严格要求，通过典型病例的分析，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业
务水平。

并根据工作体会，为对口支援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多条合理化
建议及改进措施，为其发展献计献策。

门诊收费、处方信息化联网处理，方便了患者，减少了患者
排队划价、取药的时间。但现今乡村医疗卫生水平与我们国
家小康社会所要求达到的医疗卫生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农村
广大居民的卫生健康知识有限，对一些常见疾病的认识不足。
在区医院组织的下乡义诊活动中，深切的感到群众对健康知
识的渴求，需要医疗卫生工作者进一步深入基层进行宣传。
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农村卫生工作，是繁荣农村经济、减轻
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增强农民素质、提
高农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

通过此次农村服务工作，我院医务工作者与对口支援医疗机
构的医务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相互得益，互
助互长。今后，我院将继续分期分批组织医师对口支援基层
医院，努力做到派出一支队伍、带好一所医院、服务一方群
众、培训一批人才，并逐步形成一项制度，为进一步加强新
时期的农村卫生工作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