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疟疾防治工作总结(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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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
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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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疟疾防治工作总结篇一

按照《四川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xx-2020年)》和《消除疟
疾技术方案(20xx版)》要求，宝兴县地病办公室在年初制定
下发了《宝兴县20xx年、20xx中央补助疟疾防治项目技术方
案》(宝地病办〔20xx〕1号)工作方案，进一步落实责任，明
确工作职责。

一是通过进村社、学校、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开
展疟疾健康教育宣传，增强居民、学生、出入境人员、输入
性疟疾病人及其家属的健康防护意识;二是今年4月26日第10个
“全国疟疾日”，宝兴县疾控中心联合穆坪镇卫生院、县人
民医院开展以“消除疟疾：谨防境外输入”为主题在县城十
字街口开展防治疟疾宣传活动，并群发疟疾防治知识短
信3000条，现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00余份现场接受健康咨
询100余人，向群众讲解疟疾相关国家政策和防治知识，提高
群众及时就诊、规范治疗、自我防护和积极主动参与疟疾防
治工作的意识。

根据我县疟疾防控方案，我中心进一步加大疟疾防控工作指
导、督导力度并及时在全县各乡镇开展了宝兴县境外回国人
员情况摸底调查，及时准确掌握境外回国人员信息，防治输
入性疟疾发生。全年完成“三热”病人血检2000人份，其中
县人民医院完成1500份，县中医医院完成500份，均未发现阳



性患者。

20xx年7月12日在县卫计局二楼会议室举办了消除疟疾技术培
训班。县级医疗机构、各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共计26人参与
了此次培训班。

疾控中心对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的血片定期进行了复核，
按每季度10%血片抽查复核进行质量控制，抽查血片200张，
发热病人血检吻合率达100%。

一是进一步加强疟疾健康教育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病意识。

二是进一步加强“三热”病人的筛查工作和及时掌握境外回
国人员信息，对发现可疑的疟疾病例，及时开展相关防治工
作。

三是增加疟疾防治人员的专业培训。

疟疾防治工作总结篇二

根据《区20**—20**年消除虐接行动计划》的要求，在区卫
生局、…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中心在今年的疟疾防
控工作中，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中心全科诊室、传染病室、疟原虫镜检站三个科室的积极
协作下，我中心从6月份开始对门诊中的确诊病例、体温超
过37.5℃的发热病例及疑似病例进行抽血化验疟原虫，截止
至10月底，共抽血化验107人，根据年初疾控中心下发的任
务——抽血量达到辖区人口的2‰，即90人——我中心超额完
成任务。

1、20**年9月13日，由中心副主任医师对中心医务人员及辖
区内幼儿园、学校的卫生老师进行疟疾防治基础知识的培训，
并发放宣传资料；对中心医务人员进行疟疾防治知识的考核，



合格率为99%，基本达到培训目的。

2、20**年9月底，由中心公卫科医师分别对小学四年级（1）
班学生及南阳幼儿园大班幼儿进行疟疾知识的培训及宣传，
并由公卫科和对辖区内学校的学生进行知晓率的调查，结果
显示，学校的疟疾防治宣传工作比较到位，知晓率比较高。

1、“4.26全国疟疾日”的宣传活动中，我中心采取了板报宣
传、发放宣传传单、悬挂横幅、在中心门口加设宣传咨询台
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在居民中反映热烈，提高了疟疾防治
知识在居民中的知晓率。

2、在全年的基本宣传中，我中心主要以宣传栏为基本宣传平
台，多次更换宣传板报，并在中心大厅的导诊台放置免费宣
传小资料，以供居民了解学习。

由于对我辖区学校了解不充足，加之7、8月的暑假和9月的强
化麻疹，学校疟疾防治工作不是很及时，疟疾知识在学生中
的知晓率不是很高。明年我中心将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提
前做好准备工作，加强与学校老师的联系，掌握学校学生的
活动规律，顺应季节进行宣传，以达到更好的防控目的。

疟疾防治工作总结篇三

近年来，我街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和国务院
《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精神，加强领导，
广泛深入宣传，加强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管理，重点开展以
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工作，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初步
成效。

一、切实加强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领导

我街非常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制定了防治艾滋病工作方案
和计划，成立了遏制与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小组，明确职责，



协调各方面力量，狠抓落实，做到领导到位、投入到位、保
障到位、措施到位，扎扎实实地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

二、多种形式宣传艾滋病知识，提高群众对艾滋病预防知识
的知晓率

我街采取了多种形式宣传艾滋病知识，健全婚育学校(分校)、
“三栏”的计划生育宣传阵地建设，结合育玲群众“五期”
教育开展艾滋病预防知识教育，印发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各
种生殖健康、艾滋病预防小册子送到社区、进家庭，通过出
动宣传车、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使群众方便、快捷地获
得所需要的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知识。居民对艾滋病预防
知识的知晓率达到80%。

三、优化服务环境，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生殖健康服务

我街加大了对服务网络建设的力度，改建或扩建计划生育服
务站所，改善服务环境，全力推进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
生殖健康服务。一是积极开展育龄妇女的“三查一服务”。
根据育龄人群"五期"的不同需求，定期组织生殖健康检查，
为所有已婚育龄妇女建立生殖保健档案，定期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送医下社区”，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生殖保健咨询和
妇女常见病普查普治服务。二是把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工作作
为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的重要内容。积极做好调查、预查、
筛查和干预工作。三是结合开展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宣传
安全套避孕和预防艾滋病的双重作用，积极推广安全套的使
用，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四、重点关注特殊人群艾滋病预防，实行分类管理

针对特殊人群预防艾滋病工作难度大，我街大力创新工作机
制，对特殊人群进行分类管理。一是对hiv感染者，倡导注重
他们道德，尊重和保护hiv感染和aids病人的权益;二是对吸毒
群体，配合戒毒所、性病防治所等相关部门，做好吸毒者及



其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三是对流动人口群体，积极推广使用
安全套，控制艾滋病性接触传播。在人口流动量大的居委会、
超市发放安全套，拓宽了群众的取"套"途径，方便群众。四
是对青少年群体，在学校开展青春健康教育，通过生殖健康
讲座和同伴教育等形式，使青少年作为重点人群获得比一般
人群的有关hiv/aids预防知识。

我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1。部门配合不够。艾滋病预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是各部
门紧密配合的社会工程，在工作中我们与宣传和教育部门配
合较多，但与卫生、工商、劳动部门配合较少。今后我们要
加强与各部门各方面协调。工作经费不足。普及艾滋病防治
知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而街道工作本身任务重，
工作量大，经费紧，为后续开展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带
来一定的困难。整体素质不高。社区居委会缺乏开展艾滋病
宣传咨询活动的专业人员，社区居委会一级的计生专干身兼
数职，工作繁重，多数人缺乏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影响基
层开展艾滋病宣传咨询服务的质量。

今后，我街将在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艾滋病预防与计划生育
日常工作结合的长效机制、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及服务能力、
完善和加强多部门协调机制等方面下功夫，继续努力探索和
实践，并向有经验的兄弟单位同行学习，力争为艾滋病防治
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疟疾防治工作总结篇四

半年来，根据区卫生局、区疾控中心工作要求，我镇于年初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防治工作计划，在镇、村二级医务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总结如下。

建立健全了防治组织及网络。于年初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



防保、医疗、检验等人员参加的疟疾防治领导小组，各村卫
生室室长为防治工作网络人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疟疾
防治工作有序开展。

1、规范开展工作。我镇在年初就开展了“三热病人”血检工
作，截至六月底完成了89个血检任务。

2、加强镇、村二级医务人员疟疾防治知识学习。我乡于5月2
日组织乡村二级全体医务人员对疟疾防治知识进行了认真全
面地学习。并及时进行了考核。

3、加大了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在疟疾流行期内，乡卫生院、
各村卫生室通过刊出板报、张贴标语、设立咨询台等各种宣
传方式对疟疾防治知识进行了宣传，深受群众欢迎。

1、个别门诊医生对疟疾疫情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对流行期
间发热病人进行血检工作不重视。

2、血片制作整体来说较好，通过上级部门抽检结果看仍存在
有血片质量不符合要求现象。

1、进一步在全镇范围内广泛宣传疟疾的危害等防治知识，做
到家喻户晓，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

2、加强镇村二级医务的业务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让所
有医务人员充分认识到疫情的严峻形势，不得掉以轻心，对
工作完成不力者制定严格的奖惩措施，加大处罚力度，严格
约束。

3、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经常组织乡村医生深入村组在
流行期内主动搜索疫情，防患于未然。



疟疾防治工作总结篇五

1、建立完善制度，推进制度化管理进程。

我院结合区疾控文件精神，建立完善了疟疾工作管理制度，
初步完善了相关制度。

2、加强领导，构建组织领导机构。

为保障工作有效开展，我镇结合实际立即组建疟疾防疫工作
领导小组，确保疟防工作有序开展。

1、组织培训，培养骨干医师。卫生院利用村医例会，利用将
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对村医进行了疟疾防疫知识的宣传及怎样
进行疟疾防疫知识宣传，参加培训村医达36人即全镇村医参
与培训学习，为开展疟疾防疫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加强宣传，提高受训层面。卫生院高度重视全球基金疟疾
项目，认真落实有关文件精神，抓好抓实疟疾防疫工作。利
用4月26日我国第四个“全国疟疾日”，发放宣传知识卡片，
张贴宣传图画和标语等形式，落实疟疾防疫工作。共张贴20
多张宣传画，发放500多张知识宣传卡片，通过各种宣传培训
手段受训人次达3000多人次。从而提高了全镇居民的预防疟
疾的意识和防范能力。

3、措施得力，遏制病情发生

（1）对与发热病人全部血检。全年共疟疾血检400余人。

（2）加强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把住病从口
入关。

（3）在医生的指导下，必要时实行预防接种，提高免疫力，
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人群，必要时进行应急接种。



（4）开展灭鼠、灭蝇、灭蚊、灭蟑活动。

（5）实行对相关责任人视情节轻重给予查处，对在预防传染
病成绩显著的人员进行表彰。

通过全院工作人员及村医的共同努力，利用各种形式宣传预
防传染病的知识，提高居民对传染病的防范能力，让群众明
白传染病是可防可治的，相信科学，能战胜传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