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村医心得体会(优质8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
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
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村医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随着城乡结合部建设的逐渐深入，新村建设成为了
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新村医疗服务作为新村
建设的一个方面，同样承担了重要的使命。笔者在新村医院
的工作中，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运营新村医院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新村医院相对于城市医院来说，其规模较小，但是新村医院
服务的人群却相对较广，这也给新村医院的运营带来了很大
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者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和管理能力，能够协调好新村医院的各个业务板块，规范各
项工作，加强运营管理。

第二段：新村医生需要全面的医疗知识和技能

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新村医生需要具备全面的医疗知识
和技能。虽然新村医院服务的人数相对较少，但是疾病类型、
就医需求也非常复杂，因此新村医生需要利用各种渠道，及
时了解疾病信息、新型医疗技术以及行业发展趋势，从而完
善自身的医疗知识和技能。

第三段：建设良好的医疗服务环境

良好的医疗服务环境是新村医疗服务的重要保障。首先，新
村医院的医疗设备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做好日常检修和保养；



其次，医院也要做好卫生安全工作，避免病人获得性感染等
问题；再者，新村医院的接诊和业务需求也需要有新型技术
的保障，如互联网技术、智能设备等。

第四段：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新村医疗服务的重要任务之一。作为新
村医生，除了具备全面的医疗知识和技能之外，还需要注重
医患沟通，为患者提供质量高、服务好、价格合理的医疗服
务。同时，在诊疗过程中，也要注意严格遵守诊疗规范和职
业道德，避免出现医疗纠纷等问题。

第五段：建立健全医院管理机制

健全医院管理机制是新村医院保障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新
村医院的管理机制要注意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加强
各项业务管理和安全监管，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同时，
还要注重建立健全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的激励机制，提高医
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在新村医院工作的这些年，我深深的感到新村医疗服务所承
担的使命和责任。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以
更好地服务居民。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整合资源，建立良
好的工作机制，方便新村居民获取可靠的医疗服务。我相信
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新村医院一定会以更好的姿态展现在
所有居民面前。

村医心得体会篇二

20xx年，由广平县县委统战部在县一中举办“大学生圆梦助
学”活动，作为一名爱心人士，刘贵芳在家庭不太富裕的情
况下拿出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1万元，帮助三名贫困大学生
圆了大学梦。这只是刘贵芳热心公益事业的一个缩影。27年
来，刘贵芳走遍了南阳堡、刘村、东西胡堡等多个村的大小



街道，先后为贫困患者减免各种医疗费用10万多元，汶川地
震她捐款元，她的家庭也捐款50元，她公公的特殊党费也为
灾区捐款200元，全家共为四川灾区爱心捐款2250元。

截止目前她带领全家参加无偿献血20多次，献血量超过1万多
毫升，感染了更多的人投身公益事业。由刘贵芳真实事迹编
排的小品《爱在风雪夜》先后在广平县春节晚会、邯郸电视
台演播厅演出，深入到武安、磁县等地表演，感染了众多观
众。今年刘贵芳还自筹5000元设立了孤寡老人救助基金，确
保老人们生病后有钱看病。此外，她还多方争取资金140多万
元，建设了南阳堡乡幸福院，可使100多位空巢老人、孤寡老
人免费入住，更重要的是这样她能够及时为老人提供医疗服
务，不用时刻担心老人们忽然发病!

村医心得体会篇三

她是河北省广平县一个汉族女村医，她是广西河池市大化瑶
族自治县一个瑶族女村医，一个在冀南平原，一个在桂西北
山区，她们只有一面之缘，相距多公里。但当瑶族女村医身
患重病无钱医治时，第一时间汉族女村医拿出5000元，并通
过朋友微信圈和社会组织募集资金112419元。河北省乡村医
生刘贵芳夫妇救助广西瑶族村医蒙超英的.事迹在两地产生了
热烈反响。

河北女村医刘贵芳来自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四世同堂，代
代行医，公公、丈夫和她都是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她30年如
一日，行走在村医路上，把72个孤寡老人当做爹妈一样照顾，
筹资295万元创办“爱心敬老院”，采取医养结合的新模式解
决三个乡镇老人养老难题。20xx年，她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最
美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中被评为“特别关注乡村医
生”。20xx年1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接见了她。20xx年1月，她和同为医生的丈夫孙志宇
一起当选由新华网和河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举办



的“中国网事·感动河北”年度人物。

瑶族女村医蒙超英是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丛
村卫生所医生，她是被卫生部授予“人民健康好卫士”称号
的村医蓝云的妻子。20xx年5月6日，丈夫因鼻咽癌医治无效去
世后，遵守他的嘱托继续驻守偏僻的瑶山中行医。20xx年，她
也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中被评为
“特别关注乡村医生”。20xx年1月，在北京她与刘贵芳夫妇在
颁奖晚会上有了一面之缘，并且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今年1月15日，蒙超英被广西人民医院确诊为慢性肾炎增生、
硬化1ga肾病伴有新月体形成、2右肾囊肿伴囊壁钙化、双肾
弥漫性病变、双肾缩小，属于重度肾病。不仅供血功能不足，
免疫力低下，而且伴随颜面浮肿及腰腹胀痛。一个月只
有1000多元的蒙超英在第一次住院治疗期间就花光了她所有
的积蓄。3月初，需要第二次住院时，她借贷无门，欲哭无泪。
通过电话联系得知瑶族姐妹的情况后，3月5日，刘贵芳和丈
夫孙志宇商议后，决定先捐献5000元，解决蒙超英的二次住
院治疗费用。鉴于重度肾病花费很大的状况，刘贵芳和孙志
宇还在朋友微信圈和网上组织了为最美瑶族女村医治病募捐
活动。活动得到了热烈响应，河北省涿州市刁窝乡刁四村乡
村医生周松勃捐款5500元、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黄泥乡东泽
村医生曾宪国捐款5000元，熟悉或者不熟悉蒙超英的热心人
纷纷伸出了自己援助之手，一个月里便募集112419元，解决
了她的燃眉之急。

4月4日，历时两天，行程2000多公里的河北村医孙志宇来到
了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殷切劝导蒙超英配合治疗，并且又
捐献出了5000元钱。

蒙超英激动地对孙志宇说:丈夫去世，儿子才10岁，收入又低，
没有远在河北的大哥、大姐热心帮助，我真不知道如何度过
这难关。现在，河北汉族最美村医夫妇救助广西瑶族女村医
的事迹在两地已经广泛流传。



村医心得体会篇四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
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
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
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按
照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在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关系
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
经济关系变化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中，驾驭经济新常态，继续
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得到了
新的发展。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
员”学习教育，这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也
是推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
展、从集中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通过学习党章党规，我知道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主
要是通过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各
项规定体现出来的。它明确了我国今后的发展思路，为我国
今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描绘了雄伟蓝图。通过学习，我
充分相信，中国特点社会主义事业会更加辉煌。作为一位党
员，我要切实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
依照党章的要求，坚持以伟人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学习中将具体工作落到实处，这需要每一个党员一要在强
化理想信念上下功夫。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
钙”。因此，要以“”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学党章党规、
学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坚定“三个自信”。通过系列学习
教育，把学习党章党规和习总书记系列讲话制度化、常态化，
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党章党规和习总书记系列讲话要求转化



为实际行动，做到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落实上同步，
以实际成效展示学习效果。

二要在讲纪律守规矩上下功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和
党规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严格遵守党纪党
规，认真落实“三严三实”要求。通过“”学习教育，使党
员干部守住“底线”、不越“红线”，自觉践行“三严三
实”，自觉按党章党规办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
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履行入党誓词、树好自身形象，为党增
光添彩。

三要在发挥党员作用上下功夫。开展“”学习教育，就是让
党员干部切实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服务改革、服务
发展。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要以“为党旗添彩、
让党徽闪光”为主题，使每一名党员都能发挥自身的模范作
用，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特别是不断提升自已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立足岗位作贡献，勇于担当有作为，始
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
上见实效。

村医心得体会篇五

一元村医，这个职业充满了辛酸与挑战，同时也给予了我很
多成就感和满足感。作为一名一元村医已经五年多了，我深
深感受到了这个岗位的艰辛和重要性。在这个岗位上，我不
仅仅是治疗病人的医生，更是他们身边的朋友和咨询者。通
过与村民们的深入交流和长时间的观察，我对于做一名优秀
的一元村医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了解与悉心倾听

在做一元村医的工作中，首先要做的是了解村民的生活环境
和生活习惯。了解了他们的基本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
他们提供合适的治疗和健康指导。此外，还要悉心倾听村民



的心声和需求，因为医学的应用往往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实
际情况和个人意愿，只有听到他们的真实需求，我们才能更
好地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

第三段：尽职尽责与全心全意

作为一名一元村医，我时刻铭记的是尽职尽责。病人的身体
健康是重中之重，治愈他们的疾病是我的职责所在。无论是
豆大的小毛病还是棋盘大小的大病，我都竭尽全力地为他们
进行治疗，不辜负他们的信任。同时，在对待病人时，我也
会全心全意地投入，给予他们最温暖的关怀和鼓励。经常看
到病人们病愈后的喜悦和感激之情，这种满足感远远超过了
任何金钱的回报。

第四段：学习与进步

作为一名村医，学习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药物的更新换代
和医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使我时刻保持着学习的姿态。我会主
动参加各种培训和学术交流会议，关注最新的医学进展和治
疗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服务于村民们。

第五段：责任与使命

作为一元村医，我的责任和使命是为村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他们是我工作的对象，更是我工作的动力。每当有村民赞许
地说我的话或者嘱咐的时候，我都感到责任重大，不能有丝
毫懈怠。在我眼中，村民们的健康就如同自己的家人一样重
要。村民的信任和关心让我更加珍惜我的工作，更加积极地
投入其中。

结束段：总结

作为一名一元村医，我深知自己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通过了



解与悉心倾听，尽职尽责与全心全意，不断学习与进步，以
及肩负责任与使命，我坚信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一元村医，
并为村民们带去健康和快乐。我将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
能力，为了村民们的健康，将困难和挑战化为动力，不断前
行。---我的一元村医之旅。

村医心得体会篇六

第一段：引言（200字）

老村医是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曾经
默默地为乡村居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虽然现在医疗技术
不断发展，但是老村医的经验和医术却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
和认可。我曾经拜访过一位老村医，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
在为人处事方面也颇有心得。这篇文章将从我的视角分享我
的见闻和体会。

第二段：了解老村医（200字）

老村医是乡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他们熟悉乡村人情，
掌握传统医药知识，可每年为乡村居民贡献出数不清的时间
和精力。一些老村医家族连续数代从事传统医药工作，基于
家族年代的积累，他们继承了祖先的医术和经验。因此，老
村医拥有一种独特的药物使用方法，他们用药贴合患者的具
体情况，亲自配制药方和药膏来治疗疾病。

第三段：老村医的医术技巧（200字）

老村医治疗疾病的方法也让我感到钦佩。他们不仅懂得中药
治疗、推拿按摩等传统技巧，而且熟知骨伤、中毒、烧伤等
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当我看到老年人的失眠被老村医用老
成精湿敷治好后，我深切的感受到了老村医精湛的医术和治
疗疾病的能力。



第四段：老村医的心得体会（300字）

老村医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他们的心态和性格却十分乐
观。他们面对疑难病症不会轻易放弃，而是一直坚定地去寻
找治疗的方法。他们也注重患者的病情观察和与患者建立起
人性化的神交，给予患者慰藉、抚慰和支持，不断地鼓励和
关心他们。这种人性化的交流方式，使患者感受到了老村医
无私的关爱和人性化的温暖。由此，大家从老村医身上得到
了不仅仅是治疗疾病的技能技巧，还有关爱家人和患者，面
对困境永不放弃等做人准则。

第五段：结论（300字）

成为一名村医并非易事，需要掌握丰富的医药知识、准确的
诊断能力、严密的医疗纪律等等。从老村医身上，我们可以
得到很多灵感和启示，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勤奋、
善良、亲切、耐心、乐观这些做人准则。乡村中有很多值得
我们学习的并非传统的医药知识，如老村医无私的奉献精神
和人性化的交流方式。我们需要从中发掘出更多的学习资源，
并关注和支持老村医们的工作，更好地传承中华医学文化的
精髓。

村医心得体会篇七

1984年初中毕业后，刘贵芳开始在南阳堡乡卫生院学医。为
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经验，几年来，刘贵芳先后到邯郸
等地进修深造。她还购买了医学书籍，工作之余经常熬夜刻
苦研读。为了强化学习效果，刘贵芳还专门记起了学习笔记
和门诊记录，将自己学到的重点知识和临床中积累的经验一
一加以记录。到目前，刘贵芳学习笔记就写满了几十个笔记
本。

除了向书本学习外，她还积极向有经验的身边人学习。公公
孙中华是一位在基层卫生院工作40余年的基层卫生工作者，



曾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老人对中医有很深的研究，在
公公的指导下，刘贵芳逐渐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逐渐掌
握了很多治疗效果很好的的民间偏方。为了掌握更多的中药
良方，刘贵芳还挤出时间骑自行车在全县各村奔波，深入全
县拜访老中医，收集整理民间验方百余条。从医27年来，刘
贵芳从未放松过对医学知识的学习，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她
靠不懈的努力成为当地有名的乡村医生，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顺利通过。

村医心得体会篇八

老村医是中国医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常年奔走在山
乡小镇，为广大农民疗病救人。他们没有豪华的诊所，没有
尖端的医疗设备，却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医学知识，
这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
探讨老村医的心得体会，探究他们作为村庄医生的感悟和思
考。

第二段：体会村民的需求

经过多年的执业，老村医深刻地体会到村民对医疗的渴求和
需求。村民们大多是缺钱、缺医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质量
低下，经济水平较低，很难到城里看病。老村医会通过询问
和观察，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再用多年的经验
和技能，为患者解决问题。在老村医看来，给患者提供可负
担的医疗服务，是他们的职业天职。

第三段：不忘初心，勇于奉献

老村医常常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他们之所以选择留在乡村，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里需要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老村
医会延续毫无保障的执业方式，用自己的追求，为患者多付
出一份爱心。老村医的心态是平静、安然，不会在困境中绝
望，更不会妥协。无论面对任何一种病情，都能够保持最佳



的状态，细心、耐心地为患者看病治疗。

第四段：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老村医在执业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疾病，有些病情比较
复杂，难以诊断。老村医就会不断地学习珍贵的医学权威书
籍，获得新的医疗技能。他们追求卓越的医学知识，认为只
有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才能不断进步。事实上，许多老村医
靠着自己好学的品质掌握了更高水平的诊疗技能，让更多患
者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第五段：总结

老村医是新时代的行业楷模，他们默默牺牲，为广大农民和
乡亲付出了很多。他们没有灿烂的未来，没有丰厚的报酬，
但他们却拥有可敬的精神和品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
提高技能，成为初心不改的老村医。对于我们，老村医的心
得体会告诉我们，只要有执着的信念，就能发挥出无限的力
量，行无愧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