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疫苗接种工作总结问题和建议 动
物疫苗接种工作总结(优秀5篇)

总结是对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情况加
以回顾和分析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
标更加明确，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总结吧。优秀的总结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疫苗接种工作总结问题和建议 动物疫苗接种工作总
结篇一

一、基本情况

__县位于__省东北部，牛栏江北岸，是__市的西南门户，东
北与昭阳区接界，东南与贵州省威宁县毗邻，南部和西部与
会泽、巧家两县隔牛栏江相望。国土面积1487平方公里，辖9
乡3镇84个村(居)民委员会，境内海拔3356米，最低海拔568
米，立体气候突出，自然灾害频繁，返贫现象严重。20_年末，
全县总人口414244人，出生儿童6875人，出生率为‰，其中，
回、彝、苗、仲等少数民族9万余人，贫困人口万人，农民人
均纯收入2336元，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群众
不利于健康的生活陋习较多，文化素质不高，卫生意识淡薄，
卫生状况普遍较差，外出务工人口流动较多。

全县有县医院1所，中医院1所，保健院1所;20_年成立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核定编制60人，现有在岗职工47人，占编制数
的，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6人。设有免疫规划科，有专业技术
人员7人;有乡镇卫生院13所，下设防保组14个，乡级专职疾
病预防控制人员14人;村卫生所84个，乡村医生317人。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领导重视责任明确

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不仅关系到全县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和生命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县委、
政府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一是成立了以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卫生、教育局长任副组长，
宣传、财政、食药监、妇联、团委、广电、文化等部门领导
和各乡镇分管领导为成员的20_年麻疹疫苗强化免疫领导组。
各单位、各乡镇相继成立了领导小组，卫生局还成立了技术
指导组、疑似异常反应诊断处理组、巡回督导组和宣传报道
等相关组织。

二是20_年9月8日及时召开了全县20_年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
动动员、培训会议，会议由__县卫生局李兴旭副局长主持，
卫生局王燕书记作了动员讲话，李副局长对20_年麻疹疫苗强
化免疫接种工作分别作了具体要求，县疾控中心就麻疹疫苗
强化免疫接种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领导组各成员单位领导、
卫生院院长、防疫医生、保健医生、卫生局全体干部职工、
县直医疗卫生单位领导和抽调下乡人员参加了会议，参加培
训会议人员约85人。9月10日前，各乡镇、各村(居)委会、卫
生院相继召开二级培训会议，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明确
了各级各有关部门的职责。

疫苗接种工作总结问题和建议 动物疫苗接种工作总
结篇二

一、医疗任务完成情况。在昌黎医院期间，积极参加科室医
疗救治工作。对疑难病人进行查房，及时了解掌握病情，并
协助完成会诊工作，讨论救治方案及意见，促进病人早日合
理救治和康复。在支援期间，对多例复杂性心律失常以及心
衰患者的诊治，给予相关指导。

二、利用查房带教与科室工作人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言传



身教并严格要求，通过典型病例的分析将一些国内、外领域
的学科新进展带到基层医院，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同
时我也亲身感受到了农村医疗卫生的现状，收获、体会颇多。

三、发挥城市专科医生业务专长和技术优势，主要从农村农
民的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开展工作，在下乡工作中不断强化
健康宣教意识，参加健康教育讲座，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宣
教，传授健康教育新理念，推广一级预防，努力提高农民群
众的健康水平，提高他们的防病治病和自我保健的知识和能
力。

科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帮助年轻医生建立科研思维，在临床
工作中寻找科研点，把我院的科研成果及技术与业内人员交
换意见，为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农村卫生工作尽力。

五、提高本次医疗下乡活动，我们也从基层医院身上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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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下乡活动总结范文（二）

寒冬腊月，北风凛凛，冬日的田野显得格外空旷。____镇中
心街道上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忙碌的身影、灿烂的笑
容，给清冷的冬日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原来，这是____
县____在____镇开展“四下乡”活动，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听
说县里的____委员要来，都兴致勃勃地来赶“科技大集”。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排身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格外抢眼，
只见他们有的号脉、有的拿药、有的听诊、有的发放健康知
识宣传手册，时而又耐心地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疑问，那情
真意切的场面，让人的心底不由涌出一股暖流……这些可敬
的白衣天使，正是县____医药卫生活动组的委员们。

多年来，他们立足本职、捐资助学、下乡义诊、扶贫帮困，
认真履行职能、积极献计出力，在本职工作和____工作的双



重岗位上，均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连续六年被____评为先进
活动组，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

一、培育文化增品位

“成功的花儿离不开汗水的浇铸”。____县____是一支人才
济济的队伍，医药卫生活动组作为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更要与时俱进，争当知识时代的排头兵。

1几年来，活动组____委员们认真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思想政
治素质，在开展“深入实践____”活动期间，委员们将____
与____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认真查找我县经济社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和改进措施。
经过深入学习，广泛讨论，不但提高了委员们的政治理论水
平，更提高了委员们的科学实践能力。

为激发委员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____年____月____日，
医药卫生活动组在组长____的带领下，参观了____晨集团，
该集团自主研发的中华汽车不仅是中国汽车业的传奇，更是
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和自豪。通过参观考察，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冲击着每一个委员的心灵，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油然
而生。除了____学习、外出参观，医药卫生活动组还积
极____开展各类文艺活动。在新年茶话会上，组长____带头
登台演奏了葫芦丝，使活动组的各位委员倍受鼓舞，纷纷登
台献艺。全组女委员用手语表演的节目《感恩的心》，感染
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医药卫生活
动组这个大家庭，时时充满着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二、参政议政显作为2作为一名____委员，参政议政是其价值
的最好体现。医药卫生活动组不但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上苦
心锤炼，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上更是苦下功夫。

近年来，活动组每年定期开展小组活动，集中学习县委县政
府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对有价值的提案进行学习讨论、深



入剖析，准确把握发展形势。为增强提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提高提案的质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工业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
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安全饮水、环境保护等方面，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广泛了解社情民意，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
之所急。同时，活动组每年还____成员到周边地区的____学
习考察，交流经验，查摆不足，进一步开阔视野，提高参政
议政能力。三年来，活动组共提出有价值的提案____多条，
全部得到采纳并落实解决，部分提案还被列为重点提案。

疫苗接种工作总结问题和建议 动物疫苗接种工作总
结篇三

为有效阻断新冠疫情的传播，扎实构建人群免疫屏障。按照
国家和省市县关于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总体安排部署，xx
镇周密部署，充分动员镇、村、组各级力量，力求做到应接
尽接，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合理分配到村（社区），坚持“一村安排一次”的原则。对
符合条件的接种人员以村（社区）为单位，分批次、分人数、
分时段，有序组织人员到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

区域，对配套设施、各种接种、抢救、消毒设备、突发事件
医疗救治及应急处置等情况，制订了完备细致的制度措施。

在 xx 镇指定接种点现场，群众正有序排队进行疫苗接种，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引导，从扫码填写电子健康卡基本信
息、承诺书签订、信息登记等环节，整个过程娴熟顺利，接
种步骤忙而不乱，一气呵成。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完成疫苗
接种 xxx 人次。



疫苗接种工作总结问题和建议 动物疫苗接种工作总
结篇四

一、动物防疫工作组织情况

（一）及时出台文件，确保秋防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农业部总体要求和我州实际工作需要，黔南州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下发了《关于开展2019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的
通知》黔南疫控发[2019]25号文件，明确了2019年秋季动物
防疫的起止时间等工作事项，确保秋防工作按时完成。

（二）领导重视、及时组织落实

自我国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9月9日，州政府召开防
控非洲猪瘟视频会，会上分管副州文永生和州农委班主任就
非洲猪瘟的防控及秋防工作做出了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黔南州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及时下发了《黔南州重大动
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黔南动指发[2019]1号文件，对非洲猪瘟排查、监测等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落实。9月27-29日，为贯彻落实部、省、
州有关会议精神，做好非洲猪瘟疫病防控工作，提升全州兽
医实验室检测能力，州农委组织召开了黔南州非洲猪瘟等重
大动物疫病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会，全州12县市疫控中心主
任、兽医实验室主任（负责人）、技术干部共40余人参训。
会议强调各县（市）认真抓好秋防工作和非洲猪瘟等重大动
物疫病的防控、监测和排查工作。

（三）重业务，强素质

今年秋防以来，全州共举行各类动物防疫培训班168次，培训
兽医队伍人数5183人次，通过培训，提升了我州动物防疫技
术干部的业务知识，增强为养殖业保驾护航的本领。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经费落实情况

2019年秋季全州各个县市共落实动物防疫经费214万元，确保
秋季动物防疫各项工作得到落实和开展。

（二）防疫物资采购

为确保2019年秋季动物防疫各项工作得到切实落实，州中心
于9月采购了猪瘟疫苗2万头份，同时补充采购了消毒药、诊
断试剂和非洲猪瘟采样送检耗材等，确保应急物资充足。

（三）全州疫苗的到位情况

根据2019年8月3日省疫控中心《关于下达2019年秋季重大动
物疫病疫苗的通知》（黔疫控发[2019]27号）文件和《关于
下达2019年秋季常规动物疫病疫苗的通知》（黔疫控
发[2019]34号）精神，所有疫苗于2019年9月1日前全部入库
州动物疫控中心库房，各县（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及
时组织疫苗的运输、存储和发放工作，确保动物防疫所用生
物制品的质量管控。全州秋季动物防疫疫苗如下：猪口蹄疫o
型灭活疫苗64万毫升；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202万毫升；
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133万毫升；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
苗35万毫升；禽流感h5+h7二价灭活疫苗905万毫升；小反刍
兽活疫苗万头份；猪瘟活疫苗2万头份；山羊痘活疫苗40万头
份；多杀性巴氏杆菌灭活疫苗30万毫升；山传染性胸膜炎疫
苗9万头份；兽用肾上腺素13件。

（四）免疫工作完成情况

1.强制免疫工作完成情况：

全州共免疫口蹄疫万头，其中猪o型口蹄疫免疫接种万头，免



疫密度达到100%;牛口蹄疫免疫o型口疫免疫接种万头，免疫
密度达到100%；羊口蹄疫免疫万只，免疫密度达到100%；全
州共免疫禽流感h5+h7亚型二价苗万羽，其中鸡万羽、鸭万
羽、鹅万羽、其它禽类万羽、应免密度达100%，免疫小反刍
兽万头，免疫密度达到100%。

2.常规免疫工作完成情况：

猪瘟免疫接种万头；高致病性猪蓝耳免疫接种万头；鸡新城
疫免疫万羽。

3.狂犬苗免疫情况

目前贵定县、福泉市、荔波县已购买一部分狂犬疫苗开展狂
犬苗免疫注射，罗甸县、惠水县正在采购疫苗，其它各县市
狂犬苗免疫工作还处于方案制订及政府批复阶段。

（五）非洲猪防控情况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明确每日值班人员，实行日报告制
度。开展多次非洲猪瘟知识宣传活动，向群众发放《生猪交
易市场非洲猪瘟预警告知书》、张贴《非洲猪瘟防控知识挂
图》宣传资料，同时耐心为群众解惑答疑，通过简单生动的
图片和文字，让老百姓能够高度重视非洲猪瘟，科学认识非
洲猪瘟，积极预防非洲猪瘟。截止目前，非洲猪瘟排查情况：
共设检查站（卡）100个，组织排查人数47487人次，排查生
猪6075639头次,目前未见有疑似异常的情况； 发放告知书、
宣传资料20190余份。禽流感排查情况：共组织排查人数5542
人次，共排查家禽数万羽次。

（六）监测工作

1.常规及紧急监测情况



秋防工作以来，兽医实验室开展了常规及疑似动物疫病送检
检测工作，期间共采用荧光rt-pcr、elisa等方法检测猪组织样
品23份，禽双棉拭子303份，禽血清43份，监测结果为：猪瘟
病毒阳性 22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阳性 1 份，禽流感
全部为阴性。h5亚型抗体合格率为 %，h7亚型抗体合格率为 %。

2.飞行检查工作

为了对秋防免疫效果进行评估，州中心下发了《关于开
展2019年下半年黔南州动物疫病“飞行检查”采样工作的通
知》，对猪、牛/羊、家禽中小型规模养殖场、市场进行了采
样，共采集样品 720份，实验室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部分县（市）重视不够，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意识不到位，
遇到新问题还是仍然沿用老办法处理，不善于学习，不能做
到与时俱进。

2.部分县（市）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程序不清楚，业务工作
不熟练，没有按照疫情处置规程进行操作，与相关部门信息
沟通不及时，部门协调不和谐。

3.部分基层兽医干部人员队伍知识陈旧，思想僵化，兽医队
伍的整体素质急需提高。

4.部分县（市）领导重视不够，经费筹集不足，不能充分保
证各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开展； 特别是狂犬病的强制免疫
工作推动缓慢。

5.兽医队伍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基层防疫员报酬低，
导致了基层动物防疫队伍越来越不稳定，人员流动频繁，人
才流失严重。



疫苗接种工作总结问题和建议 动物疫苗接种工作总
结篇五

20_年7月12日，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第二临床医学
院2007级七年制的师弟师妹背着行李，带着满腔热情，乘
坐24小时的火车、2小时的汽车，来到了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
流长乡进行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这次的三下乡之旅，让我
真正的从实践中学习到知识，也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
践中。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这次重返农村，再次体
会和大城市不一样的文化，让我感触良多。在下乡的日子里，
我收获到很多，如与师弟师妹的真挚友谊，对农民生活的深
刻感悟，对留守儿童处境的充分理解，而更多的则是对生活
的感恩!

本次三下乡共分为义诊、义教、义农等内容。在义诊过程中，
我充分地体会到乡亲们的热情。趁着乡亲们赶集日，我们在
乡政府门口拉开横幅，摆上义诊器械，来咨询或治疗的乡亲
络绎不绝，场面一度混乱失去控制，还造成交通堵塞!很多阿
婆阿公做完治疗都不愿意走，总要求再多一次艾灸。火罐。
推拿!虽然义诊的劳累让队员们大呼吃不消，整一天都被乡亲
们围住，连喝水都没机会，语言不通加之老人家耳背，把我
们都弄到声嘶力竭嗓子冒烟!不过听到他们说谢谢，大家心里
都很满足很有成就感;第二次的义诊我们来到某村庄，经过村
支书的广播宣传，许多村民也放下手中的锄头来咨询治疗，
虽然这次参与的乡亲人数没第一次惊人，竟也被我们找到几
例典型病例，如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房颤、化脓性扁桃体炎
等，同样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三下乡活动圆满结束，我们从农村再度回归到大城市，与大
城市的繁华相比，农村带给我们的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而这
种感受已经深深的留在我们每个队员的心里。忘不了每个夜
晚师弟们的守夜，忘不了每天活动完队友们的交流，忘不了
临走时乡政府的款待，忘不了参观息烽集中营时县团支书为
我们守着行李的场景，忘不了在花溪刘爸刘妈的热情招待，



忘不了黄果树瀑布队友们留下的欢乐背影，忘不了火车上的
有趣经历…忘不了的人与事太多太多!这样的经历，以前从未
有过，以后将也不会再有!我只知道，这将成为我人生中美好
的回忆!

“医者父母心”，本人以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的疾苦为己任。
我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尽快的康复，于是每次当我进入病房
时，我都利用有限的时间不遗余力的鼓励他们，耐心的帮他
们了解疾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当看到病人康复时，觉
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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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医疗任务完成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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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次，查房_人次，手
术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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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院医务人员发挥接触国内外专业知识较多的优势，在
各个支

平。三、根据各科室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帮助年轻医生建立
科研思维，在临床工作中寻找科研点。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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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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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