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山县 2023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提高项

目服务质量，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按照相关

要求，我委认真组织开展了自评工作。现将 2023 年度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主体。霍山县 2023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在县卫健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县疾控中心、县妇幼保

健院、县卫生监督局作为业务指导单位，以全县 17 家乡镇

卫生院（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4个村卫生室（含社区卫

生服务站）为主要实施单位，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单位分级

分类实施项目内容。

2.项目覆盖地区。霍山县 2023 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实施覆盖全县 16个乡镇、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以及全县

134个行政村，受益群众达 28.6万余人。

3.项目主要内容。霍山县 2023 年度按规范要求，全面实

施居民健康档案管理、预防接种、健康教育、0-6 岁儿童健

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高血

压、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等 12 大类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1.转移支付预算情况。依据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省级卫生健康部分补助资

金的通知》（皖财社〔2022〕1444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卫生健康部分补助资金的通知》（皖财社〔2022〕1386

号）文件精神，按常住人口 28.7万人，补助标准 80元/人进

行预算，2023 年度补助霍山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

2296万元。

2.项目资金安排下达情况。依据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清算下达 2023 年中央和省财政部分卫

生健康补助资金的通知》（皖财社〔2023〕563号）精神，中

央清算下达霍山县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 1836.8

万元，省财政清算下达基本公卫补助经费 459.2万元，2023

年度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共安排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经费 2296万元。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项目资金分配。2023 年 2 月，中央和省财政下达基本

公卫预算补助资金后，县卫健委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和资金使

用规定，及时对 2023年度项目补助资金进行预拨付分配。



2.资金落实执行。严格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以

及财政直达资金管理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专门

管理，确保经费及时、足额到位。2024年 1月，县卫健委组

织人员对各乡镇开展了现场考核，落实“两卡制”要求，进

行工分值校正和经费清算，目前全年经费 2296 万元已全部

拨付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

3.项目资金实际支付进度。根据皖政办〔2013〕 21 号 、

霍财社〔2013〕211 号、省，卫健委 、省财政皖财社〔2022〕

1386 、 1444 号和霍卫健《关于印发霍山县 2022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经费分配方案》（霍卫健〔2023 〕2号）文件

精神，2023 年 2月预拨第一季度公卫经费 1125万元，其中

乡级级经费 549万元，村级经费 480万元；2023年 6月份预

拨第二季度公卫经费 1029万元，其中乡级经费 474.5万元，

村级经费 436.8 万元。2023 年 10 月份预拨第三季度公卫经

费 142万元，其中乡级 122万元。目前经费已全部拨付到位，

资金到位率 100%。

（二）项目运行和绩效管理情况

1.制定实施方案。县卫健委 2023年 3月份印发《霍山县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了任务指标、

服务内容、工作要求、实施机构及职责分工。我委由卫生应

急与疾病预防控制股牵头，妇幼健康服务股、综合监督股、

中医药发展与服务管理股等股室配合，负责全县 12 大类项



目管理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2.完善管理制度。2023 年 3 月印发《霍山县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考核评估细则（2023年版）》，明确了考核对象、

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运用等要求，设立了绩效管

理方式和质量控制措施。

3.加强业务培训。县卫健委牵头组织县级业务指导单位，

强化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业务技术知识培训。2023年 4月份，

分别举办了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业务培训班和 2023

年传染病报告管理与预防接种专业技术培训班，对县、乡、

村三级基本公卫卫生服务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培训，累计现

场参训人员达 340余人次，全年共开展各类专业技术培训 13

次。通过开展培训，全面提升了我县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的专业人员、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4.广泛开展宣传。充分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月

和宣传节日等契机，采取传统宣传和新媒体宣传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多种多样宣传工作，积极宣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政策、服务内容和服务流程，有效提升广大群众知晓率、

满意度和依从性。

5.落实考核制度。为保证项目实施效果，我委严格按照省

市有关文件要求，认真抓好考核管理。2023年度医共体牵头

医院、公卫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充分利用“两卡制”信息平

台开展信息化绩效考核，对于部分暂未实施“两卡制”的项



目实行现场综合考核，考核结果与经费分配直接挂钩，实行

奖勤罚懒，严格执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分配原则。

6.实施绩效监测。依据省卫健委《关于做好 2023年省级

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有关工作的通知》（皖卫办传〔2023〕13

号）精神，县卫健委于 7月中旬组织开展了基本公卫服务项

目半年绩效运行监控，同时不定期，通过系统查询、电话随

访和现场考核等方式，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逐项梳理、核查和统计分析，科学评估公卫项目绩效目标

运行、经费预算执行及存在问题分析等情况，为提升公卫资

金使用效益和年度项目指标质量提供科学参考和技术指导，

推进项目有序实施。

7.强化日常监管。根据省卫健委《关于切实做好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皖卫传〔2023〕200号）中加强业务

监管的要求，每季度组织开展季度质量核查工作，及时上报

自查情况并严格问题整改，有效提升县域项目服务质量。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方式

针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项目实施主体单位，我县实

行由县卫健委牵头，公卫专业机构和医共体牵头医院联合开

展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各乡镇卫生院落实辖区村卫生室考

核的模式，考核执行半年 1次的频次。2023年基本公卫项目

全县共开展绩效考核 2次，考核结果以文字通报形式下发至



各项目单位，综合考核得分和两卡制得分，作为考核资金分

配依据。

（二）绩效评价体系

认真落实省市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评价工作要

求，县卫健委在年初修订完善了《霍山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考核评估细则（2023年版）》，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乡

镇和村级考核细则和内容，重点评价内容为组织管理、资金

管理、项目执行和项目效果。

（三）绩效结果运用 2024年 1月组织开展 2023年度国

家基本公卫项目考核，按照“倾斜基层、优化结构、突出重

点、提高质量”的原则，充分利用考核得分落实年度考核经

费分配，根据中央直达资金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管

理要求，预拨付资金在 2024 年第一季度进行清算，多扣少

补。经费全部用于项目具体组织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

工作，专款专用。

四、项目目标实行情况分析

（一）项目产出和效益分析

1.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根据霍山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平

台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县累计建立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 261652份，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 91.2%（按常

住人口 28.7万人）；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人数 275736份，

覆盖率 82%。



2.预防接种。强化开展常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

疫苗与冷链管理、入学入托查验、宣传等工作，继续维持高

水平免疫接种率，规范实施冷链运转，筑牢免疫屏障。2023

年全县 0-6 岁儿童免疫规划疫苗累计接种 35935 剂次。2 岁

及以下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率 98.5%，其中 1岁

组儿童出生队列全程接种率 98.6%，2 岁组儿童出生队列全

程接种率 98.4%。预防接种门诊无重卡、临时接种情况，身

份证信息录入率 100%，7 岁以下儿童个案国家平台上传率

100%，疫苗接种监管码录入及上传率 100%。

3.健康教育。深层次开展健康宣教活动，通过新媒体平

台、手机台、政府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主渠道作用不定期向

公众传播健康知识和相关防病常识。围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健康教育项目，指导基层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截

至 2023年 12月底，结合各种宣传日和相关重点传染病，全

县制作宣传资料 213541 本；全县乡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咨询 160 场次，接受群众咨询达 7998 人次；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1065 期，受益群众近

3.67万人次；向全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学校发放健康教育折页 8 万余张，宣传处方 20 万余

张。全年共开展健康巡讲活动 32期，参与群众 6400余人。

全年播放公益广告 4期，在网站等发布健康信息和防病常识

200余期，有效营造疾病预防社会大氛围。



4.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全县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7.1%，孕早期建册率 98.2%，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92.9%，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91.7%。0～6岁儿童眼保健

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91.7%。

5.老年人、高血压和 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全县共

管理老年人 50000人，接受健康管理的老年人有 32652人，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65.3%；已管理高血压患者 29732人，规

范管理 26463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89%，管理人群血

压控制率 85.9%；已管理糖尿病患者 10182人，规范管理 8565

人，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84.1%，管理人群血糖控制率

87.9%。

6.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根据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国家平台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底，全县在管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 1731人，总在册患者 1732人，管理率 99.9%，规范

管理率 99.3%，规律服药率 95.2%（精神分裂症患者规律服

药率 96.2%），面访率 99.8%，稳定率 98.3%。

7.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2023年考核周期内乡村两级转

诊推荐可疑肺结核患者共 528例，完成全年指标的 118.4%。

8.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全县共报告法定传染病 3679例，无甲类传染病

报告，累计报告乙、丙类传染病 18 种；死亡 7 例。其中乙

类 12种 2198例，丙类 6种 1481例。传染病报告率 100%，



报告及时率 100%。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起，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 100%。县疾控中心规范及时开展

调查和处置工作，有效控制疫情。

9.卫生监督协管。2023年全县各乡镇卫生院以及县卫生

监督局“二卡制”卫生监督协管工分共计 316900 分，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25%，全县各类监督管理对象 1225 户，全

年各单位开展卫生监督协管巡查 3619 户次，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约 20%，有效信息报告 72次。

10.中医药健康管理。截至 2023年底，全县辖区内共有

老年人 50000名，开展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的居民 39971

名，老年人中医药管理率达到79.9%。管理0-36个月儿童3917

名，接受中医药服务的儿童 3627 人，儿童中医药管理率达

92.6%。

1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截至 2023年底，我县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常住人口基数公卫系统维护数据为 26.9736万人，

总签约人数为 12.9933 万人，签约率达 48.2%。按照七普常

住人口（28.6197万人）计算，常住人口签约率达 45.4%；重

点人群签约率达 71.1%，其中高血压、糖尿病、计生特扶对

象等重点签约对象严格落实了“应签尽签”和“愿签尽签”

要求，基本实现全覆盖；基础服务包项目完成率达 97.8%；

有偿服务包项目完成率达 98.7%。均已完成省市给定的目标

任务和序时进度任务目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



升。

（二）社会性分析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总体使基层卫生工作得

到了良性可持续发展。一是项目政策群众知晓率提高；二是

普遍减轻居民健康体检、日常健康管理等费用负担；三是健

康干预和管理提高了居民健康生活质量，延缓并发症发病时

间；四是预防接种有效保护了县内儿童健康成长；五是强化

监测预警，进一步提高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各项目的有序实施，为维护全县居民身体健康筑起了坚实屏

障，对提高居民健康水平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五、自评结论

2023 年全县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按上级要

求全面完成，实施质量有了进一步提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程度有待提升。部分群众对

疾病预防的理念了解还不够深入，个别居民认为年度体检、

季度随访的意义不大，对自身健康问题不够重视，甚至认为

体检发现问题后应当享受进一步免费治疗或药物。二是专业

队伍保障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存在公共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不足，部分村级公卫人员年龄偏大，信息化系统使用

不熟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项目实施。三是个别项目实施需

要规范。如个人健康档案管理不够精细，使用率不高；健康

教育开展的形式单一，宣传效果不明显；法定传染病报告卡

填写存在不完整、不规范现象；中医药服务管理水平有待提



升。

六、下步打算

一是加强组织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县卫健委将认真按

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服务内容、程

序、要求等指标，进一步加强项目督导考核，切实做到数量、

质量、效果并重。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学习熟练掌握

项目标准和工作规范，细化工作流程，提升项目执行质量。

二是夯实服务基础，提供人才保障。结合新形势新要求，

加大基层公共卫生人员培训力度，丰富拓展培训形式和内

容，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压实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

职责任务，合理调配乡村医务人员力量，为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高质量实施提供人才保障。

三是广泛开展宣传，形成工作合力。结合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和日常诊疗工作，深入开展项目政策和主要服务内容的

宣传，逐步提高人民群众对项目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积极与所在地乡镇政府、村委会等建立沟通协调

工作机制，多种形式动员辖区居民了解、参与、支持项目实

施，积极改变重医轻防思想，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