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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经 开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区财政局： 

按照《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成

经开财发〔2019〕14 号）文件要求，我局对 2018 年城乡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了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

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

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

国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

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

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是公益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主要起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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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预防控制作用。 

项目实施目的是促进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不良生活方式

的改变，逐步树立起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

素，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提高公共卫生服

务和突发公共卫生服务应急处置能力，建立起维护居民健康的第

一道屏障，对于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有重要促进作用。 

项目自 2009 年启动以来，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了普遍

的开展，国家补助标准从人均 15 元提高至人均 55 元，成都市

2018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为人均 65 元，支持的项目也

从 2009 年的 9 项增加到了 2018 年的 14 项。该项目为国家、省、

市、区（市）县财政四级配套项目，用于支持各区（市）县实施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需方补助、工作经费和能力建设等支出，

资金预算安排中央财政按总体 80%的比例予以补助，省财政按省

确定的办法按平均 10%的比例予以补助，市财政按核定的常住人

口、补助标准、绩效考评得分进行差异化补助，区（市）县财政

承担“兜底”责任。 

（二）项目绩效目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 14 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

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

管理（高血压病、2 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

病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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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

促进行动。成都市还向居民提供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慢性病患

者中医药干预、爱国卫生服务等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为通过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明确

政府责任，对城乡居民健康问题实施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

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及慢性病，提高公共卫生服

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使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

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三）项目资金使用 

该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为前述 14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用于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的需方补助、工作经费和能力建

设等支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主要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

为本资金补助对象。 

我区严格根据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承担机构核定的常

住人口、服务数量、绩效考核得分，按照《区卫计局 关于印发<

成都市龙泉驿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分配方案（2018 版）>

的通知》（龙卫计发〔2018〕96 号）文件要求对各机构进行差异

化补助。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情况。2018 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预算总资金为 5679.96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3781.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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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补助资金 254.41 万元，市级补助资金 790.27 万元，区级配

套补助资金 853.48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中 36.07 万元为采购

避孕药具经费，相应资金算账到区，资金实际拨付到省计划生育

药具管理中心。区级配套资金 853.48 万元，其中年初区级部门

预算 837.00 万元，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按《区财政局 关于批复

2018 年区级部门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龙财发〔2018〕11 号）

文件到位；2018 年 10 月 16 日《市财政局 市卫计委 关于下达

2018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县级配套资金标准的通知》（成财社

〔2018〕156 号）文件要求龙泉驿区 2018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县

级配套资金标准为 853.48 万元，经报区财政局后追加区级预算

至 853.48 万元。 

区卫计局于 2018 年 2 月预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

金使用单位中央补助、省级补助、市级补助和区级补助资金

4265.72 万元；2018 年 7 月预拨区级补助资金 138.14 万元；2018

年 10 月结算中央补助、省级补助、市级补助资金 974.69 万元；

2018 年 11 月结算区级补助资金 265.34 万元。所有项目资金均按

照拨付管理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及时下拨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补助经费严格按照《市财政局 市卫

计委 市食药监局 市中医管理局 关于印发<成都市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成财社〔2016〕197 号）文件

执行，并按照《区卫计局 关于印发<成都市龙泉驿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补助资金分配方案（2018 版）>的通知》（龙卫计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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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号）文件开展区级分配。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单位均能

按要求使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专账核算管理，专款专

用，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卫计委、成都市食药监局、成都市中

医管理局联合出台了《成都市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成财社〔2016〕197 号），该办法明确了资金使用范围，部门管

理职责，资金预算管理，资金分配和使用，资金绩效管理及监督

检查等内容，较好地规范了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起到了规范资金

使用的作用。该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

职责，明确了监督检查内容、处罚方式及程序，能较好的起到监

督管理资金的作用。 

龙泉驿区卫计局出台了《关于印发<成都市龙泉驿区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分配方案（2018 版）>的通知》（龙卫计发

〔2018〕96 号）文件，明确了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分配要素、分

配方法、拨付流程及项目资金使用要求，严格把控了项目资金分

配使用原则，严格规定了项目资金的使用范围及考核要求，能较

好地规范资金的分配、使用、监督。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区卫计局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

求进行管理，制定了《成都市龙泉驿区 2018 年度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指导工作计划的通知》，印发了《2018 年成都市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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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区基层卫生工作要点》、《关于做好 2018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通知》、《成都市龙泉驿区 2018 年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办法》等一系

列文件，并于 2018 年 7 月和 2019 年 1 月组织展开了成都市龙泉

驿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考核了全区 15 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6 家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监督规范，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均能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等相关规定要

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工作较为扎实。 

三、目标完成情况 

（一）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2018 年，全区 14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均能良好开

展，其中全区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 95.72%，35 岁及以

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达到 79.90%、81.26%，

儿童健康管理率为 94.19%、孕产妇健康管理率达 95%以上，并

在 2018 年度市级绩效考核中获得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目

标完成先进区”称号。 

（二）目标质量完成情况 

全区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开展质量良好，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报表及时、真实、准确，各类资料档案均按要求进行归档，

完成质量较好。 

（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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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能按市卫计委和区卫计局的要求，按

期完成项目相关工作。 

四、项目效果情况 

（一）妇幼保健、疾病控制工作扎实推进。 

2018 年，全区新生儿访视 14383 人，访视率 99.24%，0-6

岁儿童健康管理 69137 人，儿童健康管理率 94.19%；产后访视

14317 人，产后访视率 98.79%；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保持

在 95%以上。其他妇幼相关指标总体完成效果均较好。 

（二）重点人群防控工作稳步推进 

2018 年，全区共体检 65 岁以上老年人 44359 人次，老年人

健康管理率 44.47%；已管理高血压病患者 42878 人，糖尿病患

者 16656 人，患者规范管理率均按要求执行；全区登记在册的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 3503 人，按照规范要求管理的患者 3327 人；管

理肺结核患者 188 人，管理率和患者规则服药率均达 100%。全

区重点人群管理服务真实性、规范性较好，对各类重点人群疾病

控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三）全人群健康促进工作积极推进 

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按要求进行多种形式的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素养促进工作，

并积极运用中医药“治未病”理念，广泛宣传健康知识和健康生

活方式。通过对群众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知晓率的问卷调查，大部分居民掌握健康知识和执行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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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一般，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较高。 

（四）项目服务满意度水平较高 

通过对项目中所涉及的各类服务对象开展电话或面对面访

谈的满意度调查显示，除一般健康人群满意度为 60%，其他 0-6

岁儿童家长、孕产妇、65 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病患者、糖尿

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或其监护人、肺结核病患者的满意度

均超过 90%。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产出指标完成不够理想 

（1）孕产妇早孕建册（卡）率未达考核指标。主要原因分析：

孕产妇早孕建册（卡）率要求对辖区怀孕 13 周之内的孕妇进行

建册（卡），但部分助产机构医务人员及孕妇为求稳妥，选择在

怀孕 13 周（3 个月）度过流产危险期之后才建卡，致使时间超

过了 3 个月。 

（2）老年人健康管理率、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率、糖尿病患

者健康管理率未达考核指标。主要原因分析：一是由于我区人口

基数较高，三个指标要求的管理数量较大，基层完成任务难度较

大；二是当前我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均相对紧缺，家

庭医生团队服务居民数远大于规范要求的 2000 人，在保证服务

质量的前提下，服务数量有所不及；三是辖区居民对基本公共卫

生工作了解不够，部分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对基层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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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信任度不高，故选择到大医院或综合医院就诊，未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相关档案。 

（3）中医药健康管理率未达考核指标，主要原因分析：由于

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中医人员较少，而中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涉及不同类人群较多，在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中未能按期落实服

务内容。 

2.居民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形成不理想 

群众健康知识知晓率还不够高，主要原因是居民健康意识的

提高和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变仍不够理想，还需卫生健康部门及社

会各界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长期、持续的努力来逐步提升居民

的健康意识和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二）下一步工作建议 

1.整合力量，大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在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进一步广泛动员，积极取

得辖区街镇乡政府、村社区及物管等的支持配合，整合多方力量，

建立多种沟通渠道，增加群众信任度。克服群众不了解、不信任，

信息难以有效传递等困难，增进群众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

了解，使群众树立起诸如“65 岁以上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应该

接受健康管理”、“确认怀孕即可建档”、“孩子应该按时打预防针”

等健康观念，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有力推进。 

2.强化项目宣传和结果反馈，提高群众依从性  

一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除通过传统的宣传栏、宣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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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讲座、咨询活动外，要善于利用如 QQ、微信、微博等网络

宣传媒介，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进行广泛宣传、沟通和互动。

二是利用多种途径及时反馈体检结果、慢病管理情况、免疫接种

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并开放居民健康档案查询，使得受

益群众及其家人能掌握自己的健康相关信息，提高群众接受健康

管理的依从性。 

3.强化监督管理，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一是要加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等相

关内容的培训学习，强化日常督导，定期落实绩效考核，切实做

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

二是进一步对项目资金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强化监督，确保资

金专款专用。 

 

 

成都经开区卫生健康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2019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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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补助经费严格按照《市财政局 市卫计委 市食药监局 市中医管理局 关于印发<成都市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成财社〔2016〕197号）文件执行，并按照《区卫计局 关于印发<成都市龙泉驿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分配方案（2018版）>的通知》（龙卫计发〔2018〕96号）文件开展区级分配。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单位均能按要求使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专账核算管理，专款专用，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卫计委、成都市食药监局、成都市中医管理局联合出台了《成都市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成财社〔2016〕197号），该办法明确了资金使用范围，部门管理职责，资金预算管理，资金分配和使用，资金绩效管理及监督检查等内容，较好地规范了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起到了规范资金使用的作用。该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责，明确了监督检查内容、处罚方式及程序，能较好的起到监督管理资金的作用。
	龙泉驿区卫计局出台了《关于印发<成都市龙泉驿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分配方案（2018版）>的通知》（龙卫计发〔2018〕96号）文件，明确了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分配要素、分配方法、拨付流程及项目资金使用要求，严格把控了项目资金分配使用原则，严格规定了项目资金的使用范围及考核要求，能较好地规范资金的分配、使用、监督。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区卫计局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进行管理，制定了《成都市龙泉驿区2018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指导工作计划的通知》，印发了《2018年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卫生工作要点》、《关于做好2018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通知》、《成都市龙泉驿区2018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并于2018年7月和2019年1月组织展开了成都市龙泉驿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考核了全区1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6家村卫生室（社区...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监督规范，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能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等相关规定要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工作较为扎实。
	三、目标完成情况
	（一）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2018年，全区14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均能良好开展，其中全区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95.72%，35岁及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达到79.90%、81.26%，儿童健康管理率为94.19%、孕产妇健康管理率达95%以上，并在2018年度市级绩效考核中获得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目标完成先进区”称号。
	（二）目标质量完成情况
	全区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开展质量良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报表及时、真实、准确，各类资料档案均按要求进行归档，完成质量较好。
	（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
	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能按市卫计委和区卫计局的要求，按期完成项目相关工作。
	四、项目效果情况
	（一）妇幼保健、疾病控制工作扎实推进。
	2018年，全区新生儿访视14383人，访视率99.24%，0-6岁儿童健康管理69137人，儿童健康管理率94.19%；产后访视14317人，产后访视率98.79%；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保持在95%以上。其他妇幼相关指标总体完成效果均较好。
	（二）重点人群防控工作稳步推进
	2018年，全区共体检65岁以上老年人44359人次，老年人健康管理率44.47%；已管理高血压病患者42878人，糖尿病患者16656人，患者规范管理率均按要求执行；全区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503人，按照规范要求管理的患者3327人；管理肺结核患者188人，管理率和患者规则服药率均达100%。全区重点人群管理服务真实性、规范性较好，对各类重点人群疾病控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三）全人群健康促进工作积极推进
	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按要求进行多种形式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并积极运用中医药“治未病”理念，广泛宣传健康知识和健康生活方式。通过对群众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的问卷调查，大部分居民掌握健康知识和执行健康行为的状况一般，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知晓率较高。
	（四）项目服务满意度水平较高
	通过对项目中所涉及的各类服务对象开展电话或面对面访谈的满意度调查显示，除一般健康人群满意度为60%，其他0-6岁儿童家长、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病患者、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或其监护人、肺结核病患者的满意度均超过90%。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产出指标完成不够理想
	（1）孕产妇早孕建册（卡）率未达考核指标。主要原因分析：孕产妇早孕建册（卡）率要求对辖区怀孕13周之内的孕妇进行建册（卡），但部分助产机构医务人员及孕妇为求稳妥，选择在怀孕13周（3个月）度过流产危险期之后才建卡，致使时间超过了3个月。
	（2）老年人健康管理率、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率、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率未达考核指标。主要原因分析：一是由于我区人口基数较高，三个指标要求的管理数量较大，基层完成任务难度较大；二是当前我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均相对紧缺，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居民数远大于规范要求的2000人，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服务数量有所不及；三是辖区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工作了解不够，部分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任度不高，故选择到大医院或综合医院就诊，未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相关档案。
	（3）中医药健康管理率未达考核指标，主要原因分析：由于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中医人员较少，而中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涉及不同类人群较多，在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中未能按期落实服务内容。
	2.居民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形成不理想
	（二）下一步工作建议
	1.整合力量，大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在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进一步广泛动员，积极取得辖区街镇乡政府、村社区及物管等的支持配合，整合多方力量，建立多种沟通渠道，增加群众信任度。克服群众不了解、不信任，信息难以有效传递等困难，增进群众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了解，使群众树立起诸如“65岁以上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应该接受健康管理”、“确认怀孕即可建档”、“孩子应该按时打预防针”等健康观念，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有力推进。
	2.强化项目宣传和结果反馈，提高群众依从性
	一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除通过传统的宣传栏、宣传资料，讲座、咨询活动外，要善于利用如QQ、微信、微博等网络宣传媒介，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进行广泛宣传、沟通和互动。二是利用多种途径及时反馈体检结果、慢病管理情况、免疫接种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并开放居民健康档案查询，使得受益群众及其家人能掌握自己的健康相关信息，提高群众接受健康管理的依从性。
	3.强化监督管理，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一是要加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等相关内容的培训学习，强化日常督导，定期落实绩效考核，切实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二是进一步对项目资金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强化监督，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