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医疗社会实践报告(实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
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
到你哟!

智慧医疗社会实践报告篇一

今年的两会上提出“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购
销秩序，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带动了医
疗健康话题新的热点——“如何让虚高的药价缩水?如何让生
病不再成为贫穷的砝码?如何让看病不再成为生活的难题?”

为了解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于xx
年3月21日至27日进行了一次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样本的选取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样本来自城八区8个街道，
共计15个居委会，有效样本600人。被访者年龄在18～76岁之
间，性别比例被控制在1:1左右。

一、市民就医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医疗水平高

我所xx年6月的社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84.5%的市民将保持
健康的身体作为保障未来生活的首要手段，认为保持健康的
身体是保证未来生活、提升生活质量并享受未来幸福生活的
前提。此次我们发现，33.4%的市民对健康问题感到较大或很
大的压力。

41～55岁的中年人对健康问题普遍感到压力大，其中51～55
岁的市民21.1%对健康问题感到压力较大，40.4%感到压力很
大，远远高于总体水平。

1、多数市民就医更看重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医疗安全



市民选择就医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前五位依次为：医疗水平
高(81.5%)、医疗安全(61.7%)、医疗费用低(58.9%)、服务态
度好(57.3%)和离家近(57.2%)。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只有
不到一半(46.2%)的市民将“是否公费医疗定点医院”作为就
医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2、低收入市民就医考虑“医疗费用低”的比例高于“医疗安
全”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院长徐秀玉代
表认为，“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政府应该尽快建设一
批福利性质的‘平民医院’，以低廉的价格，为贫困人群提
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如感冒发烧等常见病、普通病都可以，
医院按病种收费，药的价格和检查费、住院费都要比普通医
院低，政府对医院实行有效的补贴，然后用政策价格杠杆让
患者选择治疗的医院。

二、半数以上的市民担心医护水平低，花钱不治病

1、42.5%的被调查者对医生诊断的准确性持负评价

六成多市民认为医院大夫在“仔细询问病史”和“注意保护
患者隐私”方面做得好。63.9%的市民认为医生询问病史很仔
细;63.0%的市民认为医生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超过半数的.
市民认为医生能够预约复诊时间、认真检查、耐心解答患者
的问题、不开不对症的药以及诊断时不做无关的事情。看来
市民就医不用太担心医护人员的态度问题。

然而根据调查数据，48%的市民称接诊的医生不给患者详细解
释服药的方法;多达42.5%的市民认为医生诊断不很准
确;36.9%的市民否定医生治疗方案的切实性——难怪52.2%的
市民担心医护人员的医疗护理水平低，花了钱治不好病。

43.0%的市民担心在医院看病时发生交叉感染，旧病未除又添



新病;41.8%的市民担心看病花销大。

另有34.3%的市民上医院怕麻烦，嫌排队等候的时间太长。全
国政协委员梁晓声形容说：“在北京，不少医院特别像超市，
而且特别像大甩卖日子里的超市，医院里比肩接踵的情形，
令人望而生畏。”

3、32.5%的市民担心使用血液制品发生交叉感染

43.0%的市民担心在医院看病时发生交叉感染。在与交叉感染
控制有关的各项中，市民最担心由于使用血液制品而发生交
叉感染。对此，12.4%的市民表示比较担心，20.1%的市民表
示非常担心。

我们考察了市民根据自己的放心程度，以10分制(0分最低，
表示“根本不放心”;10分最高，表示“十分放心”)对医院
与交叉感染控制有关各项的评分，发现市民对使用血液制品
的放心程度最低，平均只有4.70分。

智慧医疗社会实践报告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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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对于我们大学生是个难得的假期，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段
时间里做很多事情，而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掘其所长。因
为我在卫校学的是医疗美容专业，这个医疗美容专业和别人
的不同，因为以后走上社会我有多种和我所学的专业相关的
岗位可以选择。一个是进入医疗系统，一种是做化妆品医疗



美容的生意。所以我就在家的附近找了一个专门做化妆品的
店，一方面熟悉熟悉这里面的行情，一方面学学怎么做生意。

而实际上这次工作经验也确实积累了不少。回顾这段时间不
长的暑期打工生涯，只能用一个来形容：“难”。这种困难
不同于学校所遇到的，我个人觉得比学校遇到的难题更上了
一个层次。首先，找到一份工作都很难。想想也是，谁愿意
找一个没有任何经验，而且还是想做短期的学生呀。我找过
贴有“招聘启示”的店面。谁知道，当我说出我的原意（多
接触接触社会）后。本来笑面相迎的老板来个180度大转弯，
冷冷回应一句“我们这里已经找好了人”。鬼才信他的话，
那启示明明是新的，而且店里面就他一个人，哪来的新人？
陆续还找过别的工作，我甚至找过中介，但都失败了。最后
还是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对我专业比较适合的工作。

上班工作和在学校不同，它有许多规定，比如不能迟到，只
能穿工作服什么的，反正只要有一项不符合规定，那工资就
得减少了。和老板或者比你资历老的人关系，也完全不同于
师生关系。我们店长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世
上没有那么多公平的事情。”如果是一位单纯的学生，无论
如何也不会理解。其实，事实就是如此，遇到多么不公平的
事情，每个人都要有应付的能力和毅力，都要坚持下去。在
学校中就没有这种情况，有一次我们竟然和老师关于如何考
试讨价还价起来了，想起来可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理
解，老师是真正的关心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毫无情面的
执行某些死的规定。这也是为那些对领导的话言听计从的人，
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这次社会实践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的体会真的很深很深。
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三点：

i.要善于沟通：碰到那些心情比较坏的同事啊领导啊顾客啊，
真的要学会和他们沟通，不能和他们吵，比如向他们讲解某
种药物某种化妆品的作用时要心平气和的和他们解释他们所



不明白的问题，每当看到他们最后都满意我的工作时，我心
里真的很有成就;当然和老板也要好好的沟通，不能总是把一
些工作上的事憋在心里，有时自己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要经
常和老板沟通沟通，并及时的解决，这样工作才会有动力，
才不会想不干了。ii.要有耐心和热情：在工作的时候要经常微
笑，这样会让自己的同事自己的顾客感觉很舒心，工作的时
候要把自己要做的任务一定要做的完美，相信自己。同时有
些同事做不来的事情你也要去积极帮助，始终对自己的工作
充满激情。

iii、 要勤劳：有时候一些细微的东西可以让顾客老板更赏识你，
也比较容易受提拔，上下班什么主动收拾东西，什么地方脏
了要主动打扫。老板就夸奖过我勤劳，有付出就真的有回报
的。

总结之后我意识到了自己很多的缺点和不足，例如对自己所
学的行业不够了解；自己不够主动做事，有时候老板说了才
知道做，老板不说就没有这个意识去做；社会经验比较缺乏，
对自己缺乏自信心，经常会做一些错事，使得同事或者老板
不高兴；刚开始也不大会和人交流，所以那时总是觉得自己
很受委屈等等，虽然这些都是我的比较辛酸的历史，不过这
些也都是我宝贵的经验，它们都将成为我以后参加工作和社
会实践的教训，我要力争在我以后暑期实践以及今后就业的
时候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短期的社会实践，一晃而过，在这其中，让我从中领悟到了
很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将会让我终生受用。学校让我们
去社会实践真的很有作用，会让我们从中收益匪浅。社会实
践让我知道了，挣钱真的很不容易，也明白工作的辛苦，以
后也不会再浪费钱了。

社会实践拉近了我与社会的距离，让我明白了我所学的专业
以后的有可能的发展方向，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拓了视
野，增长了才干。社会和大学一样也是一个学习和受教育的



地方，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
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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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直接关系到中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工程，我省“新农合”围绕
着“大病有保障、门诊有补偿、看病花钱少”的目标，从无
到有、从局部试点到全省覆盖，从低水平起步到逐年提高补
偿水平，力求取得“农民得实惠、卫生得发展、政府得民
心”的“三赢”效果。xx年7月2日——7月9日我班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对亳州市谯城区的四个乡镇进行实地调研。内容是新
农合对医院、农民、个体医生有何影响。本报告就当地新农
合进展情况及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对策研究

我们选择亳州市谯城区古城、油河、赵桥、三官四个乡镇，
调查了四个新农合的定点医院，寻访十几位个体医生，深
入300多户农户家中，采取问卷式与访谈式相结合的调查方式，
对谯城区新农合实行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其目的是想了
解各群体对新农合的看法和意见，本次调查我们三个群体共
设计了36个问题，涉及农民的有是否参加新农合、对相关政
策是否了解、补偿比例是否满意、现在看病会选择那类医疗
机构、对新农合的总体印象、农民对新农合的意见与建议等
方面的内容。涉及医护人员的有关于个人的基本情况、实行
新农合后前来医院就诊的人员有何变化、补偿比例是否合理、
对新农合的意见和建议等方面的内容。涉及个体医生的有个
人的基本情况、家人是否参加新农合及原因、实行新农合后
前来就医人员有何变化、他们对新农合的意见和建议等方面
的内容。



选择古城、油河、赵桥、三官的原因是四个乡镇医院规模、
医疗设备和地理环境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一方面是考虑到农民的
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是两种方式可以相互补充，
相互验证，以克服单一方法的局限性。本次对农民的调查共
发放问卷308份，收回308份，有效问卷301份（其中：古城75
份、油河73份、赵桥61份、三官99份）。

我们对农民的调查涉及谯城区四个乡镇，共60多个村庄，深
入300多户农户家中，这次关于农民问卷调查的被调查者具有
以下特征：参与问卷调查的绝大多数为参合农民，占被调查
者总数的98.01%，中老年农民占大多数，调查对象基本上普
通农民，村干部较少占总数的1.62%。家庭经济状况分布比较
均匀，代表性较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能够真实的反应出大
多数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看法及意见。

调查结果显示，98%（见附表1）左右的农民都参加了新农合，
一方面反映农民积极国家政策，另一方面新农合总体来说对
农民是有益的。但仍有2%的人员不愿参加新农合，这表明政
策在实行过程中还存在不足。

您和您的家人是否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

频数

频率（%）

是

295

98.01



否

6

1.99

合计

301

100

在回答“您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政策吗”的问题时，
只有4%（见附表2）左右的人员对相关政策了解，有近50%的
人对政策不了解，其余的人只是大致了解补偿比例中的门
诊30%和住院70%。这表明新农合的相关政策宣传的还不够。

您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政策吗？

频数

频率（%）

了解

15

4.98

了解一点

137



45.51

不了解

149

49.51

在回答“您和您的家人是因何种原因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的问题时，有47.92%（见附表3）的农民选择了应对重大
疾病的发生，有16.93%的人认为是政策规定，也有6.08%的人
感觉政策好相应政策，其中有29.07%的人是随大流，这表明
大多数人选择参加新农合是为了应对重大疾病的发生。

您和您的家人是因何种原因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频数

频率（%）

应对重大疾病的发生

150

47.92

随大流

91

29.07

政策规定



53

16.93

政策好相应政策

19

6.08

调查结果显示，实行新农合后83.05%（见附表4）的人看过病，
他们看病时有18.86%的人首先会选择不可以报销的个体诊所，
有35.64%到个体诊看病是因费用底，55.44%的人认为方
便，8.91%的人认为服务好、医生熟悉，只有0.01%的人认为
水平高。有81.14%的农民会选择新农合的定点医院，这表明
新农合的定点医院存在费用高、不方便等问题。

在回答“您或家人看病是否住过院”的问题时，有53.06%
（见附表5）的人看病住过院，住院人数比以前增加了，在调
查时农民普遍反映医院看病增加了很多程序，有时小病也要
求住院。

您和您的家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以来是否看过病？

频数

频率（%）

看过

245

83.05



没看过

50

16.95

合计

295

100

您或家人看病是否住过院？

频数

频率（%）

是

130

53.06

否

115

46.94

合计

245



100

在回答“你是否知道补偿比例”的问题时，有42.81%的农民
不知道补偿比例，这表明有很多人在看病报销时只能是医生
说报多少就是多少。有57.19%的人了解补偿比例，在了解补
偿比例的人群中46.71%的人对补偿比例表示满意，有40.31%
的人认为一般，8.38%的人对补偿比例不满意，4.60%的人感
觉无所谓。莲山 课件 在调查中农民普遍反映门诊的报销比
例低，这表明补偿比例据农民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在回答“你认为现在的补偿程序复杂吗”的问题时，
有42.81%（见附表6）的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复杂，是最多的，
其次是一般占24.75%，再次是认为复杂有21.07%，在调查中
有很多被调查者反映姓名不一致报销很复杂，甚至无法报销。

您认为现在的补偿程序复杂吗？

频数

频率（%）

不复杂

128

42.81

一般

74

24.75

复杂



63

21.07

不知道

34

11.37

合计

299

100

调查结果显示，有50.00%（见附表7）的人对定点医院的服务
态度和服务质量是满意的，是最多的，其次是一般、不满意、
不知道，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是40.28%、11。46%和4.86%，
据农民反映有的定点医院服务比以前差，有的定点医疗设备
和医疗水平不行，以前就诊人员非常少，但由于成为新农合
的定点医院才使得人员增多，但服务质量并没有改善。而且
反映定点医院以赚钱为目的，乱收费、小病大治、无病用药
的情况较为普遍。

实行农合以来您对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满意吗？

频数

频率（%）

满意

144



50.00

一般

116

40.28

不满意

33

11.46

不知道

14

4.86

合计

288

100

在回答“参加农村合作医疗需个人缴费，你是采取的那种缴
费方式”时，回答上门收取的人员达到74.92%（见附表8），
有25.08%的人是通过定点主动缴纳的，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人
反映他们是给村干部面子才参加新农合的，还有的人反映有
些地方如果全村参加新农合的人数不达到一半以上或者不全
部参加其他人即使参加也不给报销。

参加农村合作医疗需个人缴费，你是采取的那种缴费方式？



频数

频率（%）

上门收缴

221

74.92

定点主动缴纳

74

25.08

合计

295

100

调查结果显示，有85.81%（见附表9）的农民不看补偿公示，
占所选项的第一位，其次是偶尔看一看，占8.45%，再次是未
公示和经常看，分别占5.40%和0.34%，调查过程中很多农民
认为反正又不知道那些可以报、那些不可以报、应该报多少
看了也没用，这表明农民对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还不了解。

您是否留意每名患者住院补偿情况在村卫生室里的公示？

频数

频率（%）



经常看

1

0.34

偶尔看一看

25

8.45

不看

254

85.81

未公示

16

5.40

合计

296

100

调查结果显示，有70.10%（见附表10）的人认为新农合
好，19.60%的人感觉一般，3.32的人回答不知道，仍然
有6.98%认为不好，在调查过程中有很多群众认为新农合的政
策是好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总体印象如何？

频数

频率（%）

好

211

70.10

一般

59

19.60

不好

21

6.98

不知道

10

3.32

合计

301



100

在回答“您打算参加下一年度合作医疗吗”时，有94.68%
（见附表11）的农民确定会参加下一年的新农合，有1.67%的
人还不确定，但还有3.65%的农民确定不会参加下一年的新农
合了，在问到不愿参加新农合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有报销
手续太繁琐（75.76%）、报销比例太低（7.56%）、不看病也
得交钱（4.55%）、看病不自由（3.03%）、有些不给报销
（3.03%）、药贵（3.03%）、没钱交（1.52%）、有人走后门
（1.52%）

您打算参加下一年度合作医疗吗？

频数

频率（%）

参加

285

94.68

不参加

11

3.65

不确定

5

1.67



合计

301

100

综合起来看，农民对新农合的意见与建议主要集中五个方面：

、有关部门对政策的宣传不到位。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知道的很少，即使知道也只是了解
门诊和住院的报销比例，对哪些药品可以报，哪些不可以报
知道的人更少了，在访谈中常常听到他们这样说“政策是好
的，但是总不能像说的那样按比例报，医生说报多少就报多
少，医生说什么不能报就不报，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往往
七八百块钱，只能报一百多，医生会不会骗人呀”。由于对
政策的不了解，农民无法得知自己应该报多少，对于以前医
院不收费的项目如：量温、注射、查房等，现在收费很不理
解，认为是医院出了问题，这样会影响医院在人们心中的看
法，不利于医院与病人之间建立互信的关系，不仅会影响人
们看病的心情，也会对国家的良好政策产生消极影响。

买药和看病都比以前贵了。在调查中人们反映最多的是药比
以前贵了，而且看病费用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医院的药品
比市场价，有的人甚至采取到医院开方，到市场买药，认为
这样比较划算。而且现在到医院看病，不仅医院增加了很多
的收费项目，还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这些检查费用是
不能报的。有农民反映，医院会出现反复检查的情况，即使
两次看病之间的时间在一星期内，医生还是会做同样的检查。
医院在调查中一位村民说“现在看病比以前贵多了，一个阑
尾炎手术以前500块钱就可做的，现在要用到1700多元，报销
的钱也不多，因为医生用了很多不能报的补药”。

简化审批、报销程序，延长报销时间。在我们与农民的访谈
中，很多农民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国家的新农合政策好是



好，但我们不明白，能否制定一些让我们老百姓一看就明白
的政策。因为报销时药品目录、按项目收费、分段按比例报
销等项目，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这样农民仍将处于被动地位，
对繁多的收费项目和密密麻麻数感到茫然，对什么可以报、
什么不能报、报销的比例是多少还是弄不明白，[莲~山课件
]只有按照医院的政策办了。也有人反映到外地看病程序太复
杂了。对于审批程序很多人反映如果姓名不一致报销实在太
麻烦了，往往不能报。有些农民还是感觉报销程序有点复杂。
报销时间短，这是农民在报销问题上反映最多的，农民活多，
时间紧，不可能老是在医院呆着，当有时间的时候去报，已
经过期了。在调查中，很多人认为同种报销比例最好采取累
计方式，定点定时报销。

提高门诊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降低门槛费。现在看门
诊费用增加了不少，而且报的钱也不多，有人反映没有参加
新农合的人到定点医院看病要比参加新农合的人看病费用低，
有时不拿出农合本看病还便宜点。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人看
门诊时，除去一些不能报的检查和药品，所报销的钱大部分
在10%左右，因此他们感到门诊的报销比例太低。我们也统计
了人们看病所花的钱，大多数都在1000元以下，他们报销的
钱基本上都在400元以下，很多人不满，认为并没有真正得到
好处，钱都让医院赚去了。有不少人认为报销范围小，很多
贵药不报销，报销的大部分是便宜的药。也有部分人认为只
要是能治病的药都应该报。人们感到门槛费有点高，应降低。
而且有人反映，如不连续住院会连续收取门槛费，认为这样
很不合理。有人认为五保户应该单独提高报销比例。

看病不自由、不方便。调查中，农民反映比较多的就是，他
们觉得看病不自由。这是因为，实施新农合的试点县都规定
了定点医疗机构，而且定点医疗机构基本上都是本乡镇卫生
院和本县市及以上医院。同时，在报销比例上对在当地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的都有所倾斜，而报销比例最高的是乡镇卫生
院。但有些乡镇卫生院都不同程度存在基础设施陈旧、医疗
设备老化、人才匮乏、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有些定点医院



以前很少有人去，现在人们没得选择。很多人认为同级的定
点医院（不仅仅是本县范围内）应该形成同样的报销比例，
这样医院之间才有了竞争，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
进而满足农民的需求和愿望。调查中在据城镇远一些的农民
认为看病不方便的非常多，究其原因是村卫生室还没建，个
体医生没有参加到新农合当中来，看小病不愿跑好远到乡镇
医院，他们会选择不能报的个体诊所。我们也期望加快建立
村卫生室的步伐，好让农民都能参加到新农合中来，让广大
人民群众收益。

综合而言，从农民的角度看，一方面新农合确实让他们得到
了一些实惠，农民也积极相应政策，从总体反映来看解决
了“看病难”的问题，农民生病敢到大医院看病了，另一方
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刚实施不久，尚处于未成熟阶段，
还有一些地方实施的不够完善。人们普遍感觉到小病并未受
益，有的还认为增加了负担。希望能调整小病的报销比例，
因为最多的还是这一类病，相关医院能简化一些不必要的看
病的程序，做到小病不要大治，从而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把政策宣传到位，加强对定点医院和相
关单位的监督，让农民成为新农合的主动者，而不是接受者，
从建立农民合作医疗管理监督组织，简化制度设计，加快建
立村卫生室的步伐，调整乡镇卫生院功能定位等几个方面进
行制度创新，不断丰富其内涵与功能，使之逐步完善。

最终体现出“以满足农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原则。

医疗社会实践报告（3） | 返回目录

炎炎夏日，我们不畏酷暑；漫漫路途，我们勇往直前。暑期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认识社会，接触社会、实践自我，锻炼自
我的一个平台。而医疗服务则是作为医学院学生的实践内容
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医疗组为了更好地实践奉献社会，
服务社会的青春理想，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提升自己



的专业技能，更好地完善自我。我们积极投入本次实践活动，
做好医疗服务。

此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医疗组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本次
实践活动真正唤起我们医学生对卫生事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同时也磨练了学生的意志，陶冶了学生的思想情操，综合素
质得到培养和提高，并充分展示了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
和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

医疗社会实践报告（4） | 返回目录

卫生调查报告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深入整顿和规范医
疗服务收费和药品购销秩序，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带动了医疗健康话题新的热点——“如何让虚高
的药价缩水?如何让生病不再成为贫穷的砝码?如何让看病不
再成为生活的难题?”

为了解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于xx
年3月21日至27日进行了一次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样本的选取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样本来自城八区8个街道，
共计15个居委会，有效样本600人。被访者年龄在18～76岁之
间，性别比例被控制在1:1左右。

我所xx年6月的社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84.5%的市民将保持
健康的身体作为保障未来生活的首要手段，认为保持健康的
身体是保证未来生活、提升生活质量并享受未来幸福生活的
前提。此次我们发现，33.4%的市民对健康问题感到较大或很
大的压力。

41～55岁的中年人对健康问题普遍感到压力大，其中51～55
岁的市民21.1%对健康问题感到压力较大，40.4%感到压力很
大，远远高于总体水平。

1、多数市民就医更看重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医疗安全



市民选择就医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前五位依次为：医疗水平
高(81.5%)、医疗安全(61.7%)、医疗费用低(58.9%)、服务态
度好(57.3%)和离家近(57.2%)。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只有
不到一半(46.2%)的市民将“是否公费医疗定点医院”作为就
医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2、低收入市民就医考虑“医疗费用低”的比例高于“医疗安
全”

对于医疗费用和医疗安全这两个因素，中等收入的市民就医
时考虑医疗安全的(64.4%)，比考虑医疗费用低的多15%;对于
收入较低和收入很低的市民，更多的人把“医疗费用低”作
为选择就医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院长徐秀玉代
表认为，“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政府应该尽快建设一
批福利性质的‘平民医院’，以低廉的价格，为贫困人群提
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如感冒发烧等常见病、普通病都可以，
医院按病种收费，药的价格和检查费、住院费都要比普通医
院低，政府对医院实行有效的补贴，然后用政策价格杠杆让
患者选择治疗的医院。

1、42.5%的被调查者对医生诊断的准确性持负评价

智慧医疗社会实践报告篇三

暑假期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积极报名参加姚安团县委组织
开展的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实践单位是姚安县
政法委。

在工作过程中，我采用了看、问、学等方式熟悉了常用的办
公软件，为以后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困难，
我深切体会到了“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



在实践期间，我有幸和他们一起参与了李雪江同志先进个人
事迹的报告会。在这个会议中，我能深切地体会到李雪江同
志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他不仅是家里的好父亲，还是老
百姓心中的老大哥。为了工作，他不分昼夜地奔赴现场处理
案件，在一次出差的过程中，由于天气原因，出了车祸，不
幸离世。这一场报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和平时代都是来之
不易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罢了。

七、八月份的姚安县经常发生暴雨，多个地方的房屋和庄稼
遭受了灾害，在收到文件的第二天，单位的周书记就立刻赶
去了灾害现场。当天办公室来了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因为
犯错被抓，作为孤寡老人，因为不熟悉司法流程，她只能盲
目的去不同单位申诉，虽然我所在的单位并不涉及这项工作，
但面对这个无助的老人，在其他人都忙于水灾的时候，周书
记在电话中叮嘱我:“好好安抚老人的情绪。”当我把老人接
到办公室时，老人泪眼婆娑的跟我讲起了她的痛苦遭遇。对
于司法方面的知识我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只能成为一个倾
听者，不断的安慰好老人。当周书记从受灾现场回来时，我
把老人的情况和周书记汇报后，周书记立刻给老人作了答复，
老人哭着对周书记说:“感谢中国共产党有你这样的党员，还
有这个小姑娘。”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感谢，但我的内心被
她真挚的情感触动了，我体验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真正意义，认识到只有到实践中去，才是大学生成长
成才的正确之路。老人走后，我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得到了单
位领导的赞赏。

青春是一场旅行，我参加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让我深
刻的明白了，每一个成功都是栉风沐雨，每一个成功的人生
都是披荆前行，每一个坚守在岗位上的人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标准，我坚信这次实践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重要
的旅程。



大学生实践体会

智慧医疗社会实践报告篇四

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今即将进入尾声，首先感谢团
县委及各乡镇单位能够给到此次社会实践的机会，也特别感
谢团县委及机关单位的每位领导在这一个月当中的关怀照顾，
包容以及教导。

在这为期一个月的实践当中，我们学到了团队协作，学会了
苦中作乐，感悟到了真真实实的“为人民服务”是一种什么
样的感受。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本着回归家乡，服务家乡，扎根
家乡的初心，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走完这
十分光荣的一个月。非常荣幸地完成了此次社会实践活动。

此次实践，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们通过这次实
践更加了解社会，提升了自身的眼界，磨炼自身的能力，积
累社会工作经验。武装自己，为以后的学习与工作积累更多
的能量。

这次实践活动意义深远，对我们的帮助享用一生。作为一
个21世纪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走出校门、步入社
会、并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我们要抓住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机
会;提升我们的修身，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与意识。同时，我
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为祖国的发展贡献
一份自己的力量!

大学生医疗社会实践报告心得体会2



智慧医疗社会实践报告篇五

杜甫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而，在素质教育并不是
很普及的今天，这句话似乎成了天方夜谭。从小学到高中，
我们都是啃着书本，在题海里“游”过来的，素质教育似乎
离我们很远。到了大学这个微型社会，我们才发现，原来，
实践能力是这么的重要，“实践岀真知”相信这是我们每个
人都不敢否认的。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的就走完了大三的路程，即将面临大四
找工作的我，回首三年来的社会实践，经历虽少却感触颇多。

大一的暑假，我计划在离家不远的小店里打工。由于我比较
喜欢电子类的产品，因此我挑了一家手机专营店。我把我的
情况向老板叙述了一遍，老板向我询问对各种品牌手机的了
解情况，也许是我的了解程度不够，这位老板最终委婉地
说:“我们这手机种类挺多的，估计你学会了我们的合同也到
期了。”就这样，我被拒之了门外。

回到家里，我真的不知道是个什么感觉，有失落，有沮丧，
有对社会不愿意给大学生实践机会的不解，有对自己能力不
够的抱怨，总之很复杂，我也不知道是带着什么心情回家的。

不过，我没有气馁下去。我觉得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
此一蹶不振。梁启超说过:“凡职业都具有趣味，只要你肯干
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经过一番思索我决定改变初衷，
从不需要什么所谓专业知识的体力劳动开始，先赚到钱再说，
于是我首选的工作场所是超市。没过几天，我踏进了一家中
型加盟连锁超市，可经过一番交涉和讨价还价，他们以不雇
佣短期工为由，再一次让我吃了闭门羹。

两次的求职失利我反思了，我想起了从前见过的因为家里贫
困上不起学而沿街乞讨的大学生。我觉得他们这不是生存之
道，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与大脑自力



更生。乞讨来的钱也许是容易，但却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
觉得我与他们不乏也有相似之处。大学以前我一直都花家里
的钱，从没为家里做过什么。现在上了大学，有了课余时间，
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我觉得该是自己贡献的时候了，难道
还要等到毕业工作之后才来报答父母吗?我还想到了马加爵，
这个争议颇多的人物。家庭贫困导致的自卑心理让他走上了
不归路，回过头来想想，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确是我们当代大
学生的一个致命弱点，高学历抑郁症患者每年都不断增加着，
想到这儿，我想再试试吧，也许下一个机会就是我的。

就在我想再去找一份工作时，同学说她家里有种手工活，让
我去看看。亲眼见到我才明白手工钱并不好赚。组装绢花听
上去轻松，可实际并不容易。起先我抱着先干干试试，反正
闲着也是闲着的态度在同学家义务帮忙干了一天。可一天下
来活没干多少，手和胳膊酸疼不说，手上的皮还被戳破几处。
同学却笑话我道:“你干这一天的钱还不够买袋“防水创可
贴”呢。紧接着家里劝我大热天别再出去找了，让我帮家里
做好家务，于是我大一的社会实践就这样惨淡收场了。我的
内心充满惭愧，因此后面在家的日子我比以往更加听话懂事。
虽说这次的暑假让我屡屡碰壁。但是以前没有体验过的，这
次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部经历了。我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和社会激烈的竞争。但也是在这个暑假中让我明白了好多好
多学校里无法学到的东西。

大二暑假刚开始我有幸过了把老师瘾。听亲戚介绍，有个小
学辅导班需要一位语文老师代几堂课，知道我的情况打算找
我。我一听很是兴奋，心想这下所学的知识可派上用场啦，
即使没有报酬也乐意。后来的情况是交到我手上的工作量很
少，只是带领学生做练习。我负责一二三共三个年级各一个
班，人数从十来个到二十几个不等。虽然是练习我也精心准
备了一番，争取让原本枯燥的内容有趣些，让课堂气氛活跃
些。面对那些稚气的孩子们，我比想象中要自然放松得多，
两堂课下来都很顺利，但在面向三年级的一次授课中，由于
我把学生请到前面进行游戏性的课程互动，课堂气氛持续高



涨，致使课堂秩序失去了控制，学生纷纷下位而且又蹦又闹，
最终别的老师中途过来帮我救场这让我懂得了当好老师是门
艺术。从与我共事的老师那我了解到:即使是小学老师也是很
辛苦的，所花费的心思并不能少。

转眼到了大三，也到了我们必须直面今后出路的时候了。每
个女生恐怕都有“小店情结”，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对
书情有独衷，尤其上了大学，有师大图书馆这个得天独厚的
资料库供我畅游书海，因此我曾梦想开家书店。家里也曾半
开玩笑地讲:“找不着工作，做小买卖去!”因此，我一度心
血来潮做起书店调查来。

我选择在我家所在的郊区进行调查，而唯一一家正规书
店——新华书店成了我的首个目标。走进久违了的新华书店
第一感觉就是阴暗，空旷。偌大的书店整整齐齐的摆放着落
满灰尘的新书架。只有进门的几排书架上稀稀落落的摆放着
与我毫不相干的“陈年老书”，全书店看不见几个人。所有
这一切，让我只能用上面四个字来形容它。回想起小学时买
书的新华书店，虽不大，但很温馨，充满了书香之气。而现
在，面对这一切，我不禁想弄清楚，印象中像模像样的新华
书店，怎么就没落到这种地步了。随后我在新华书店附近转
了转，了解了一下附近书店的情况，同时，作为一名读者，
我借机询问了店主一些书的情况;另外，我还通过家人，朋友
打听了一些情况;最后，虽调查不够深入，但也有了不少收获，
甚至都可以写篇小论文了呢。

知识有限，能力无限。从这肤浅的调查中，我也学到了很多
东西。这些是课本里没有的，学校里学不来的。今后，我将
更加关注社会这个大家庭，注意它的每一个动向，从中汲取
更多的知识。为将来的未知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习是每个大学毕业生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
践中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巩固知识。然而倘若我们都等到快
毕业的时候才去锻炼自己，那恐怕真是要“毕业就失业”了。



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前认识社会的平台，
它让我们更广泛的拓展了自己的知识，开阔了视野。

回想这三年的社会实践，我确实碰壁不少，但也明白了很多:

1·一个人初次踏入社会，我们要主动适应环境，熟悉周围的
人和物，而不是环境来适应我们。

2·生活是很艰辛的，每一份所得都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除
了能力、吃苦耐劳，还要有机遇。

3·在我做手工活的那次，我深深感觉到了赚钱是多么的不容
易，供应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又是多么的艰辛，我深
刻体会到了父母的不容易。

4·出门在外，没有了父母的照顾，同学的帮助，要学会独立
自主，自己照顾自己。

5·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在社会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不
比我们在家里，在学校，没有什么烦恼挫折，有时年少轻狂，
有时肆意妄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脱离了学校和家，在社
会就不是那么好了，我们应该放下学校里的那种轻狂，家里
的那种娇宠，不要期望太高，要一步一步地去完成，我们要
有一颗平常心，乐观地去面对社会里遇到的不如意和挫折，
正确的估计自己，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

6·打工毕竟是短暂的，作为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
为今后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做铺垫，为自己摆脱体力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7·在学校里要学会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学会节约，学会珍
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乐观的心。

这就是我三年来的一些感受，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现实和理



想是有很大差距的，现实是残酷的，然而机遇总偏爱有准备
的人，要改变生活，就要努力地学习，不断地学习，从书本
中，也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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