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手足口宣传标语 手足口病宣传活
动总结(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手足口宣传标语篇一

从手足口病纳入法定传染病报告以来，其一直是我县重点防
控传染病之一。根据我县手足口病发病趋势预测分析，5月份
手足口病疫情将会上升及5月2日我县已出现1例重症病例的情
况，为提高对手足口病监测的灵敏度和重症病例的早期识别
并及早治疗，县卫生局组织县疾控中心相关专业人员对县
城13所幼儿园、2所农场幼儿园和2所镇上幼儿园进行督导检
查以及进行现场宣传教育。现将督查情况总结如下：

(1)通过询问，多数幼儿园没有成立手足口病防控领导小组，
即使被告知有成立的，也并无文件等资料显示。

(2)发现可疑手足口病病例，有报告记录的幼儿园在督查到的
幼儿园中只占1/4。没有一所幼儿园电话报告手足口病或可疑
手足口病。

(3)手足口病防控知识培训方面，通过询问，开展过培训的幼
儿园在督查到的幼儿园中也只占1/4，但几乎没有培训签到表。

(4)晨检情况：督查的幼儿园都备有体温计，但开展晨检的幼
儿园只占1/3，且晨检不规律进行。

(5)被督查的幼儿园都有学生缺课/病假记录。



(6)被督查的幼儿园每周至少一次对学生用具和活动场所进行
简单清洁剂消毒，但无消毒记录，无专人管理及专业消毒设
施。

(7)部分幼儿园有简单张贴手足口病宣传海报进行宣传，少数
幼儿园有简单板书预防知识。

(8)被督查的幼儿园都有流动水洗手设施。

(1)被询问到的老师基本上都知道手足口病，有的通过学校宣
传知道，有的去卫生院时看到宣传栏知道，有的通过跟亲戚
朋友聊天时知道。

(2)对手足口病的传播途径，很多人知道的不是很准确。

(3)对手足口病预防，通过街上、卫生院等地方悬挂的横幅基
本上都知道洗净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

对督查的幼儿园，都发放了相关的手足口病宣传折页，海报，
小册子等，并进行现场宣传教育。

(1)县委县政府继续重视手足口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县卫生局
继续把手足口病作为重点传染病防控并及早做出工作部署，
继续贯彻以传染源管理和重症病例救治为重点的综合防治策
略，提高各医疗机构对重症病例的早期识别能力，以便及早
实施有效救治。

(2)县疾控中心需加强对托幼机构、学校的督导，主动与教育
部门联系，建立学校、托幼机构手足口病例聚集性发病的报
告渠道，做好手足口病防控的"四早"工作，最大限度的压低
疫情，避免手足口病的蔓延流行。

(3)各医疗机构加强对手足口病的监测工作，加强对本辖区学
校、托幼机构手足口病的督导，防治知识的.培训及宣传教育



工作。

手足口宣传标语篇二

20xx年5月，我国正式将手足口病纳入法定传染病。为了进一
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呼伦贝
尔市卫生局制定的《呼伦贝尔市手足口病防控方案》精神，
做好预防手足病的健康教育工作，现在总结如下。

一、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手足口病”防控工作，确保无重大
疫情发生与流行。

根据全国“手足口病”流行形势，结合我市实际，按照《呼
伦贝尔市手足口病防控方案》精神，于20xx年5月13日，制定了
《呼伦贝尔市防治手足口病(ev71感染)健康教育方案》，要
求全市各旗、市(区)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按照方案要求做
好预防手足口病的健康教育宣传工作。并向各旗市疾控中心
转发了《自治区手足口病防控方案》。全市共制作宣传单、
宣传画4万份，宣传板130块，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预防手足口
病知识讲座13次。

二、20xx年6月15日，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在海拉尔三角地
进行了预防手足口病宣传，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1000余份。
并在市疾控中心各门诊摆放宣传单，向候诊和就诊患者发放
宣传单。

三、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了手足口病防控知识，共设计印
制了1万张“预防手足口病”宣传单。20xx年七月中旬，相继
到海拉尔三元社区卫生服务站、海拉尔新桥小学、军区幼儿
园、娜荷雅幼儿园宣传了手足口病防控知识，并发放了宣传
单1000张。

手足口病的预防是一项长期工作，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
针，加大宣传力度，群策群力，就能有效控制传染病的发生



和流行。我们决心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预防手足
口病的健康教育工作，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全面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手足口宣传标语篇三

为了防止手足口病的发生及流行，特制定本预防措施。请全
体教职工认真负责的做好每一项工作，齐心协办与传染病做
斗争，确保全园幼儿的健康。

(一)班主任必须安排好每天的晨间、午检，对于入园的每一
位幼儿必须按规定时间进行检查，不能因任何原因漏过任何
一个的检查。发现疑似病人，马上汇报保育主任。加强家长
送园时的交流，了解幼儿身体状况。

晨检时间：7:30-8:30(早接幼儿时间段与家长交流)

9：30-9:50(集中检查)

晚检时间：由值班行政人员与值班教师共同完成。

(二)日托班需家长配合事项：尽量少让孩子到拥挤公共场所，
减少被感染机会;家长也需做好幼儿的体检工作，便于问题的
及早发现。幼儿在家时服用大青叶、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等
(可咨询专业医生)。

(三)加强消毒工作：各班对幼儿的物品进行严格消毒。

物体表面每天用84湿抹30分钟后用清水抹一次;地板每天用84
消毒一次;餐巾餐后洗净后放入高压蒸汽柜消毒;擦手毛巾、
口杯每天洗干净后放消毒柜消毒一次;牙刷洗干净用淡盐开水
浸泡;濑口杯每星期消毒一次;棉被定期晒、被套定期洗;园内
大型玩具于每星期一晚上用双氧水消毒;教寝室一、二、四、
六用艾叶、苍术熏，三、五用紫外线照射，并经常开窗通风。



(四)培养幼儿良好的卫生习惯。确保幼儿衣物、头发整洁、
干净;幼儿流鼻涕应及时擦拭，卫生纸应丢于垃圾桶内或便池
内，确保幼儿面部清洁;勤剪指甲，不吮吸手指，饭前便后要
洗手，毛巾、牙刷、餐具专用，预防病从口入。

(五)食堂严格按照既定的制定执行到位。

(六)保洁用品专物专用，并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垃圾桶按相
关的要求及时清理、清洗。(班主任需对保育员此项工作进行
督查，确保工作执行到位)

手足口宣传标语篇四

自今年以来，我镇手足口病发病率较去年同期明显上升，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手足口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卫疾控
秘(20xx)7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镇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积极
的综合防控措施，目前，疫情比较平稳，现将有关情况总结
如下。

范围5岁以下儿童总数为人，3岁以下儿童总数为人。幼托机
构共有所，在园儿童数为人。近期，我镇手足口病发病率较
群同期明显上升，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1、加强了对手足口病防控工作的领导，健全和完善了组织机
构。调整充实了我院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手足口病
技术小组，设立体温检测点、专人预检分诊，专门的发热诊
室，做好消毒隔离防止院内感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落
实好转诊和报告制度。

2、加大了疫情监测控制力度。对容易形成疫情暴发点的托幼
机构，及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对托幼机构加强宣传教育，
指导落实家庭、个人防护措施。

3、加强医务人员手足口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及时组织我院和



乡村医务人员进行手足口病防治知识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
的诊疗水平，强调临床医务人员临床中要高度排除手足口病，
减少临床中误诊、漏诊的发生。

4、加强督导检查。多次对辖区乡村医务人员的手足口病防控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5、广泛宣传。印发宣传资料、宣传单3000余份，使群众认识
到手足口病可防可治，消除恐慌心理。

通过努力，我们的手足口病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工
作中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少数医务人员的对
手足口病疫情形势认识不足，存有侥幸心理;二是对群众宣传
还不到位，三是对乡村医务人员督导检查还不够细。四是我
院和村卫生室设施条件差，乡村医务人员人员技术水平偏低。

一是要明确认识到手足口病防控工作依然面临着严峻形势,
要进一步提高对防控工作的认识，明确个人职责，落实责任。
二是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要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报告和疫
情管理，继续落实预检分诊制度，规范发热门诊，控制院内
感染。三是继续加强宣传和健康教育。继续做好传染病防治
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手足口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手足口宣传标语篇五

2、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

3、手足口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4、洗净手，喝开水，吃熟食，勤通风，晒衣被。

5、手足口病由有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

6、正确认知手足口病，不要听传言、盲目恐慌。



7、手足口病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8、成年人也会感染并传播手足口病病毒

9、多打肥皂勤洗手，吃手习惯不要有。

10、勤洗手、勤通风、晒晒被褥讲卫生。

11、管好垃圾和粪便，消毒杀虫是关键。

12、搞好卫生综合整治，建设文明和谐家园。

13、搞好儿童、家庭和托幼机构的卫生是预防手足口病的关
键。

14、加强手足口病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控意识。

15、做好患儿的`隔离，是手足口病防控的关键。

16、做好消毒杀虫工作，切断手足口病传播途径。

17、搞好个人卫生, 预防手足口病。

18、防控结合，群防群控。

19、爱卫生，重预防，爱婴儿。

20、讲究卫生，减少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