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避孕药具上半年工作总结(实用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以下是小编
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避孕药具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一

为了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服务工作，适应人口
和计划生育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做好深化药具改革工作，
我乡始终坚持以xxx理论和xxx三个代表xxx重要思想为指导，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观为统领，以群众对药具需求为目的，进一步完善药具
管理与服务机制，全面提升避孕药具工作水平和队伍素质，
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药具工作
新机制。一年来，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的
业务指导下，我乡避孕药具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现将工作
基本情况总结如下：

一、工作完成情况

1.截止2012年9月30日，全乡共有常住已婚育龄妇女2121人，
其中已采取各种避孕措施和不需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的有2075
人，应使用避孕药具的有46人，实际使用避孕药具的有46人。
（本年度使用药具的共有116人其中过程性用药具70人）。

2.在使用药具的116人中，已全部按时把药具发放到育龄群众
的手中，按时作了随访服务工作，没有不良反应及药具使用
情况发生，全乡药具应用率达100﹪，随访率达100﹪，有效
率达100﹪，药具占综合节育措施比例﹪。



3.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培训村
级药管员，一年来组织培训2次，确保每村一名药管员懂避孕
药具基本知识，并持证上岗。村级至少有一个月的药具库存
周转量，乡至少有三个月的周转量，定期入户宣传、随访，
并建卡登记，各种帐卡齐全，按时上报各种药具报表，并严
格工作纪律和工作措施。

二、存在的问题

1.由于我乡已婚育龄妇女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意识普遍偏低，
对工作人员讲解的知识不重视，不理解，导致忘记用法，滥
用，漏服甚至不想用的情况发生，给工作增加难度。

2.村级药管员素质偏低，没有医学背景，对某些避孕药具的
适应症，禁忌症及具体使用方法及原理未掌握透彻，容易误
导，加之基本都是村干部兼职，农活又繁忙，导致药管员力
不从心，造成工作被动。

3.宣传力度不够。

三、下步工作打算

1.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渠道宣传方式，提高已婚育龄群众
认识水平，全面实现xxx生殖健康、知情选择、优质服务xxx
的目标。

2.继续加强乡、村药管员的业务学习，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做到各帐卡清、情况明，跟踪管理和随访服务到人。

3.针对所存在的问题结合本乡实际情况，尽可能采取有效措
施，不断开创全乡计划生育避孕药具工作新局面。



避孕药具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二

一、流动人口药具发放管理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我
国开始实行“市场零售”和“免费发放”相结合的计划生育
药具发放新模式，基本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需求和流动人口
的需要。本网，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中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更加活跃，流动人口出现了一些新的
特点：

1、规模大。据了解，中国流动人口（不含港澳台）总量1982
年为3000万，则突破1亿大关。权威人士估计，未来5至中流
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将达到1.3亿，
接近1.6亿（摘自《东亚经贸新闻》）。

2、时间长。国家人口委《计划生育统计公报》对曾流到外省
且停留时间在一月以上的11012名育龄妇女，登记了在流入地
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情况。避孕药具发放情况是：被调查的
已婚育龄妇女中使用药具避孕的247人，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超
过半年的有177人，自行购买避孕药具的比例为61.6，由户籍
地免费提供药具的占31.1，由流入地免费提供药具的占7.3。
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不足半年的有70人，由户籍地免费提供药
具和自行购买避孕药具的分别有37人和33人。

3、年龄轻。主要集中在28―34岁，属生育旺盛期。

4、文化程度低。高中文化程度占24，其中女性占11.6。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低只有2。他们掌握计划生育科普知识少，自觉
计划生育、避孕节育的`意识不强。

5、家庭性流动。夫妻、子女一同外出的占63.9。

6、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难度大。《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查验



率不高，近二成根本没有办理；药具发放、随访难落实。据
甘肃省人口委公布的统计数据，―20流动人口的计划外出生
占全省计划外出生总数的78。

二、流动人口避孕药具获得方式

1、人员流出时由户籍地一次发放3―4个月的避孕药具，每返
乡一次发放一次。此办法难以保证药具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且不便保管，不宜大范围推广。

2、自行购买。

3、在现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领取避孕药具的政策各地不统一，
且知晓率不高，一些村（居）委会还没有设立专职药管员，
因此，通过这一渠道发放的人数有限。

三、强流动人口避孕药具发放管理的必要性

1、法规要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九条规
定，有关单位应向育龄夫妻提供避孕节育服务。

2、群众需要。流动人口多以务工经商为主，绝大部分是农民、
文化程度不高、收入偏低，购买药具避孕的主动性不强，意
外妊娠发生多。

3、落实人口计划。部分使用药具的育龄群众外出的目的是生
育，未落实长效避孕措施。如果服务工作不到位，监督管理
不加强，随时有可能违法生育，影响人口计划的完成。

四、流动人口药具发放管理应该坚持的原则

1、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发放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
原则。由于户籍地管理难度大，现居住地在落实计划生育合
管理的同时，应加强对流入人口的药具发放管理工作。



2、满足需要的原则。流入人口的药具免费发放一般不会冲击
当地的年度计划。要备齐药具品种，保证药具质量，减少意
外妊娠。

3、防止浪费的原则。避孕药具是由国家免费供应的特殊物资，
应加强管理，物尽其用，避免浪费。

4、方便群众的原则。适应新形势，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尽可能为群众提供便利。

5、上门服务和自行领取相结合的原则。对居住相对集中的流
动人口，可以采取送药上门的方式；而居住分散或偏僻的要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发放到位。

五、针对流动人口特点推行新的发放模式

1、联网服务。以区（县、市）为单位建立联动服务网，安装
刷卡式避孕药具自助发放机，网点设在城市均匀分布，可以
设在街道办事处、社区，医院、宾馆等地，也可以设在流动
人口密集区。流动人口可以在联网网点内凭卡自由领取药具，
接受咨询服务；或在自助发放机上通取免费避孕药具。

2、一人一卡。初次领取避孕药具时办理免费发放卡，统一编
号，号码含县、网点和对象顺序号及登记对象基本信息。本
卡一式两份，发放点和本人各执一份，领取时一份签名，一
份由发放点盖章交本人保存，凭此卡在任何一个网点都可领
取药具，但一月限领一次一个月的使用量。

3、信息互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交换工作情况，分品种统
计药具使用人数，测算下个月药具需求计划并领取药具。

4、统一培训。加强宣传，保证适当经费投入，促进流动人口
药具工作的顺利展开。流动人口避孕药具发放工作新模式是
一种新的尝



试，在实行前要做好培训工作，统一思想，明确目的和意义，
要充分利用计划生育的宣传阵地宣传流动人口药具发放的新
渠道，设立新网点，宣传避孕节育知识，动员育龄群众及时
落实节育措施。

避孕药具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三

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一法三
规一条例”，围绕计生工作“两个转变”和争创国家级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先进镇，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全面提升计划生
育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根据年初的工作目标，为了做好我镇的避孕药具免费发放和
优质服务工作，今年3月对全镇计生主任进行了避孕药具的使
用、管理的培训，镇、村两级实行避孕药具专人负责管理，
专人负责发放，做到责任明确、责任到人，确保药具发到使
用者手里。药具帐、表、册实行规范化管理，并做好药具随
访记录，镇、村两级每月核对帐册，做到账实相符。结合b
超“三查”工作，贯彻避孕药具不良反应报告制度，为育龄
妇女服号务，把切实关心育龄妇女工作落实到实处。

今年上半年的`避孕药具工作在区、镇、村三级的努力下，圆
满的完成各项指标，计划发放率达100%，有效率达100%，应
用率达100%，群众对药具的优质服务满意率达100%。

新都镇计生服务站

2011年6月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避孕药具上半年工作总结篇四

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一法三
规一条例”，围绕计生工作“两个转变”和争创国家级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先进镇，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全面提升计划生
育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根据年初的工作目标，为了做好我镇的避孕药具免费发放和
优质服务工作，今年3月对全镇计生主任进行了避孕药具的使
用、管理的培训，镇、村两级实行避孕药具专人负责管理，
专人负责发放，做到责任明确、责任到人，确保药具发到使
用者手里。药具帐、表、册实行规范化管理，并做好药具随
访记录，镇、村两级每月核对帐册，做到账实相符。结合b
超“三查”工作，贯彻避孕药具不良反应报告制度，为育龄
妇女服号务，把切实关心育龄妇女工作落实到实处。

今年上半年的`避孕药具工作在区、镇、村三级的努力下，圆
满的完成各项指标，计划发放率达100%，有效率达100%，应
用率达100%，群众对药具的优质服务满意率达100%。

新都镇计生服务站

6月

避孕药具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五

一、拓宽发放渠道，丰富发放形式，提高药具的易得性为保
证群众方便地获得安全、有效、所需的药具及服务，我们在



现有的基础上多方面拓展发放渠道，丰富发放形式。

1.拓展药具发放渠道。我们与民政、工商、药监、卫生等部
门以及企业、部队等合作，让避孕药具走进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公共场所，形成多样化的药具发放渠道。

一是政府机关发放渠道。在市政府的服务大厅安装2台避-孕-
套ic卡自助发放机，在区政府办公大楼医务室摆放避孕药具
发放架，向国家机关公务员、服务人员等提供药具服务;在街
道办事处的“一站式服务大厅”、区人才、职介等场所，摆
放避孕药具发放架，方便前来办事的群众就近领取避孕药具。

二是卫生部门手工发放渠道。主要在区属医院的孕检处、医
院的少男少女门诊处、社区卫生站等地，向青少年，流动人
口提供安全、有效的药具服务。

三是公共场所定点发放渠道。在流动人口密集的经营超市、
商场等处摆放避-孕-套自取架，或安装避-孕-套ic卡自助发
放机。

四是流动式发放渠道。利用“世界人口日”、“预防艾滋病
日”、“9.25”宣传日、“男性健康日”等纪念日和活动，
向群众、施工工地的工人免费发放避孕工具。

2.丰富药具发放形式。我们采取了“发、送、取、领、售”
等多种领取形式，满足群众不同的需求。

“发”，即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工作发放避孕药具，如在对
流动人口孕检时，根据育龄妇女的需求发放避孕药具。

“送”，就是由社区发药员、志愿者、卫生站医务人员等依
据社区群众的意愿，上门发放避孕药具。

“取”，在社区、卫生站、服务大厅等处摆放的避孕药具自



取架和自取箱，自取药具。

“领”，就是通过自助免费发放机，群众用手中的ic卡可以
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领取避孕药具。

“售”，就是通过自助售套机，使群众获取高质量的安全套。

到目前为止，共为社区配备110个药具柜，100台自动售套机，
16台自助刷卡机，190个自取避孕药具架，160个自取避孕药
具箱，使群众可以方便地得到所需的药具。

二、做细发放工作，关注人性需求，提高药具的有效性我们
把做细药具发放工作，作为推动药具工作改革的有效措施和
提高药具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在药具发放工作中，充分考
虑到服务对象的外部条件和心理感受，努力从多方面细化发
放工作，提高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