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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本表在“二上”阶段报送）

申报单位(盖章）：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市财政艾滋病防治项目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新增项目□

项目分类 常年性项目√□ 延续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项目总预算 32 项目当年预算 32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总额 32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
支出功能类

科目
类：【210】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款：【21004】公共卫生 项：【2100401】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概况、
内容及依据

1.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和省、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精神，根据中央和省财政补助我市
艾滋病防治经费情况，地方财政要按人均0.5元落实配套经费；2.项目主要内容
包括：政策倡导和能力建设、高危行为干预、艾滋病咨询检测、高危人群主动监
测、艾滋病实验室质量控制与生物安全、感染者和病人随访管理、性病疫情管理
、督导评估等；3.项目依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湖
北省遏制艾滋病传播行动计划（2020-2022年）》（鄂卫通<2020>23号）《黄石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见》（黄政发[2012]37号）等。

项目前两年
预算安排、
使用情况及
当年预算变

动情况

2019年项目预算45万元，实际下达42.75万元，实际使用42.75万元；2020年预算
为45万元，实际下达32万元，大幅度减少了艾滋病本级经费，上半年使用16万元
。

项目支出明
细预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1.办公经费 0.99

2.印刷费 0.6

3.水电费 8.43

4.差旅费 0.1

5.劳务费 3.15

6.维修(护) 1.5

7.邮电费 1.26

8.专用材料 7.97

9.委托业务费 2.7

1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

11.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3

12.培训费 0.3

合                 计 32

测算依据及
说明

1.办公耗材0.99万,办公用纸，打印耗材等;2.印刷防艾宣传材料0.6万元；3.水
费0.6万，电费7.83万；4.邮电费1.26万；5.差旅费0.1万；6.实验室仪器和办公
设备维护维修1.5万；7.实验室试剂耗材等7.97万；8.劳务费3.15万，男男同伴
教育员转介监测劳务费;9.委托大冶市阳光防治艾滋病服务所开展MSM人群哨点监
测2.7万；1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2万；11.交省艾滋病防治协会会员费3万元；12.
举办艾滋病防治能力建设培训班0.3万。

项目绩效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项目绩效目
标

（一）半年完成新发现感染者和病人45人，艾滋病晚发现比
例低于35%。
（二）半年HIV抗体筛查人次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不低于9%
。半年完成暗娼、男男性行为者、吸毒人群和性病门诊就诊
者4类高危人群艾滋病检测1500人次，检测咨询450人次，监
管场所HIV抗体筛查450人次。
（三）艾滋病疫情报告质量、首次流调质量、病例核查报告
质量符合率100%，HIV/AIDS死亡原因填报率100%。
（四）感染者和病人随访检测比例、未检测配偶或单阳配偶
HIV抗体检测比例均不低于50％。
（五）符合条件的感染者和病人抗病毒治疗比例不低于
60％，在治病人完成1次病毒载量检测的病人比例不低于50
％。
（六）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艾滋病检测实验室（检测点）覆
盖率95%。

（一）全年完成新发现感染者和病人95人，艾滋
病晚发现比例低于35%。
（二）全年HIV抗体筛查人次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
不低于18%。全市全年完成暗娼、男男性行为者和
性病门诊就诊者3类高危人群艾滋病检测3000人
次，检测咨询900人次，监管场所HIV抗体筛查900
人次。
（三）艾滋病疫情报告质量、首次流调质量、病
例核查报告质量符合率100%，HIV/AIDS死亡原因
填报率100%。
（四）感染者和病人随访检测比例、未检测配偶
或单阳配偶HIV抗体检测比例均不低于95％。
（五）符合条件的感染者和病人抗病毒治疗比例
不低于90％，在治病人完成1次病毒载量检测的病
人比例不低于95％，抗病毒治疗成功率不低于90%
。
（六）艾滋病、性病和丙肝监测任务完成率要求
达100％，监测工作质量要有提升。
（七）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艾滋病检测实验室
（检测点）覆盖率95%。

项
目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新发现HIV感染者和病人
数

95

HIV筛查人次数 12000

艾滋病高危人群筛查人次
数

3000

咨询检测人次数 900

监管场所筛查人次数 900

质量指标

艾滋病报告质量 100%

艾滋病随访检测比例 95%

单阳配偶检测比例 95%
抗病毒治疗比例和治疗成
功率

90%

哨点监测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遏制艾滋病疫情上升势
头，普通人群HIV感染率
保持在较低水平

艾滋病病死率进一步下
降，存活的HIV感染者和
病人生活质量进一步提
高，维护社会稳定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具体指标



附件8: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本表在“二上”阶段报送）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日常监测项目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R 新增项目□

项目分类 常年性项目□ 延续性项目R 一次性项目□
项目总预算 20 项目当年预算 20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总额 20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

支出功能类
科目

类： 款： 项：

项目概况、
内容及依据

1、主要内容：用于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购置仪器设备，建设足以支持我
市生活饮用水日常监测工作的采样、检测能力。
2、申请理由及政策依据：自2015年湖北省人大通过了《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
》后，我市已开展城镇供水日监测工作，但工作经费一直未得到保障，近三年
来，国家、湖北省、黄石市分别下发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
年全国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湖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
工作细化方案及2018年重点工作路线图的通知》、《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
2020年湖北省城乡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环境与健康工作行动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黄石
市2018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黄石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2018-2020年黄石市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省级和市级考核评价目标（环
保12项）任务分解〉的通知》（黄政发〔2018〕25号）、《2019年黄石市生活
饮用水监测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市卫健部门继续做好每日监测发布的基础
上，做好从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的的监测工作。

项目前两年
预算安排、
使用情况及
当年预算变

动情况

2021年20万元

项目支出明
细预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1、专用设备及材料购置 20
2、
3、
4、
5、
6、

7、

8、

合                 计
测算依据及

说明

项目绩效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项目绩效目
标

完成仪器设备的预选、采购、招标等工
作。

完成仪器设备的招标采购、软硬件的
安装调试工作，形成有效的水质采样
、检测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水样水质检测 2000份

质量指标
水质检测完成率 100% 排除监测点故障检修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水质检测及报告 是

成本指标
专用设备及耗材购置 20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及时发现饮用水安全隐患，
进行风险预警，降低人民群
众由饮用水造成的疾病负担

2000万

社会效益
指标

掌握我市生活饮用水现状 是

环境效益
指标

防控饮用水卫生安全事故发
生

是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为我市生活饮用水卫生保障
提供监测依据

是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具体指标 市民满意度 满意

......



附件8: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本表在“二上”阶段报送）

申报单位(盖章）：黄石市中心血站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市级财政血液核酸检测试剂专项补助经费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新增项目□

项目分类 常年性项目□✔ 延续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项目总预算 25 项目当年预算 25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总额 25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

支出功能类科目 类：210（医疗卫生） 款：21004（公共卫生） 项：2100406（采供血）

项目概况、内容
及依据

国家卫计委要求在全国血站开展血液核酸检测，该项目开展可提高血液安全，
防止艾滋病等疾病通过输血传播。开展血液核酸检测每年需使用试剂及耗材资
金约55万元。鄂卫生计生办通【2013】47号文件。

项目前两年预算
安排、使用情况
及当年预算变动

情况

2018、2019年预算安排60万元。每年该项目资金到位全部用于支付血液核酸检
测专用试剂及耗材款。本年预算申请市级财政补助专项资金25万元。

项目支出明细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1、血液核酸检测试剂及耗材专项经费 25

2、

3、

4、

5、

6、

7、

8、



项目支出明细预
算

合                 计

测算依据及说明
2018、2019年实际支付核酸检测试剂耗材款60万元，本年预算申请市级财政补

助专项资金25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检测血液标本7500/人份 全年检测血液标本15000/人份

项
目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全年完成血液检测标本 1.5万人份

质量
指标

通过国家及省临检中心实验室室
间质评抽样检测

达标

时效
指标

全年完成检测标本1.5万人份 12个月

成本
指标

血液核酸检测试剂（1.5/人份） 29.5/人份 45万

血液核酸检测耗材（1.5万/人
份）

6.6/人份 10万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无

社会
效益
指标

防止艾滋病、乙肝等输血传染病
通过输血传播，保障临床用血安
全。

无发生

环境
效益
指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持续降低通过输血途径传播艾滋
病、乙肝等疾病的发生。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具体
指标

保障临床输血患者安全，降低因
输血途径感染艾滋病等疾病风险

。

99%

......



附件8: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本表在“二上”阶段报送）

申报单位(盖章）：黄石市结核病防治院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结核病防治专项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新增项目□

项目分类 常年性项目√ 延续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项目总预算 33 项目当年预算 33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总额 33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3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

支出功能类科目
类：【210】卫生健康支
出

款：【21002】公立医院 项：【2100203】传染病医院

项目概况、内容
及依据

项目概括、内容：1、疑似肺结核病人免费检查 2、疫情追踪 3、涂阳肺结核密切接触
者检查 4、肺结核患者随访检查 5、诊疗管理质量考核与评价 6、疫情信息监测与评价 
7、耐药结核防治 8、实验室质量控制 9、患者的治疗 10、确诊患者复查 11、健康教
育 12、新生入学体检 13、信息化建设
项目依据：1、国办发〔2017〕1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
治规划的通知》
2、鄂疾控发[2020]16号省疾控中心关于印发《湖北省2020年结核病防治工作计划》的
通知中，下达我市完成任务指标为免费筛查疑似肺结核患者7720人次，发现活动性肺结
核病人1285例。      

项目前两年预算
安排、使用情况
及当年预算变动

情况

2019年项目部门预算为34.2万元，2020年为33万元

项目支出明细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1、商品和服务支出 33



项目支出明细预
算

合                 计

测算依据及说明

当年申请预算资金的主要投向是结核病发现、转诊、治疗和管理控制，全年必须完成的
工作任务：1、全市登记和免费检查疑似肺结核患者任务数7720例；2、全市发现和治疗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1285例；3、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治疗成功率达到85%以上，初治涂阳
结核病患者治愈率达到90%以上；4、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者的总体到位率达
到95%以上；5、跨区域流动的肺结核患者信息反馈率达到90%，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的
治疗管理率达到80%；6、菌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达到95%;7、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结核病的筛查率达到90%；8、耐多药可疑者耐药检测筛查率达到90%；9、开展耐多
药病人诊治工作覆盖率达到100%以上；10、新确诊的痰阴肺结核病患者痰培养率达到
70%以上；11、复治涂阳患者痰培养率达到90%以上；12、初诊疑似患者痰涂片检查率达
到90%以上。13、全年须对所辖大冶市、阳新县督导检查至少4次；14、3.24世界防治结
核病日开展全市大型宣传活动，日常在宣传媒体、综合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公共
场所开展常规宣传；15、开展学校、监狱劳教系统等重点场所结核病防治工作，进行入
学体检、入监体检和日常常规监测工作；16、对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和矿工作业者等结
核病高危人群实施主动筛查；17、对耐多药、TB/HIV、流动人口结核病等“三大挑战”
积极采取防治措施；18、举办全市结核病防治工作培训班至少1次

项目绩效目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1、全市登记和免费检查疑似肺结核患者任务
数3860例；2、全市发现和治疗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642例；3、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治疗成功
率达到85%以上，初治涂阳结核病患者治愈率
达到90%以上；4、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
核患者的总体到位率达到95%以上；5、跨区域
流动的肺结核患者信息反馈率达到90%，流动
人口肺结核患者的治疗管理率达到80%；6、菌
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达到95%;7、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核病的筛查率达到90%；8
、耐多药可疑者耐药检测筛查率达到95%；9、
开展耐多药病人诊治工作覆盖率达到100%以
上；10、新确诊的痰阴肺结核病患者痰培养率
达到80%以上；11、复治涂阳患者痰培养率达
到90%以上；12、初诊疑似患者痰涂片检查率
达到90%以上。13、全年对所辖大冶市、阳新
县督导检查至少4次；14、3.24世界防治结核
病日开展全市大型宣传活动，日常在宣传媒体
、综合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开
展常规宣传；15、开展学校、监狱劳教系统等
重点场所结核病防治工作，进行入学体检、入
监体检和日常常规监测工作；16、对老年人、
糖尿病患者和矿工作业者等结核病高危人群实
施主动筛查；17、对耐多药、TB/HIV、流动人
口结核病等“三大挑战”积极采取防治措施；
18、举办全市结核病防治工作培训班至少1次
。

1、全市登记和免费检查疑似肺结核患者
任务数7720例；2、全市发现和治疗活动
性肺结核患者1285例；3、活动性肺结核
病患者治疗成功率达到85%以上，初治涂
阳结核病患者治愈率达到90%以上；4、
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者的总
体到位率达到95%以上；5、跨区域流动
的肺结核患者信息反馈率达到90%，流动
人口肺结核患者的治疗管理率达到80%；
6、菌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达
到95%;7、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核病的筛
查率达到90%；8、耐多药可疑者耐药检
测筛查率达到95%；9、开展耐多药病人
诊治工作覆盖率达到100%以上；10、新
确诊的痰阴肺结核病患者痰培养率达到
80%以上；11、复治涂阳患者痰培养率达
到90%以上；12、初诊疑似患者痰涂片检
查率达到90%以上。13、全年对所辖大冶
市、阳新县督导检查至少4次；14、3.24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开展全市大型宣传活
动，日常在宣传媒体、综合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开展常规宣
传；15、开展学校、监狱劳教系统等重
点场所结核病防治工作，进行入学体检
、入监体检和日常常规监测工作；16、
对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和矿工作业者等
结核病高危人群实施主动筛查；17、对
耐多药、TB/HIV、流动人口结核病等“
三大挑战”积极采取防治措施；18、举
办全市结核病防治工作培训班至少1次。



项
目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全市登记和免费检查疑似肺
结核患者任务数7720例；2、
全市发现和治疗活动性肺结
核患者1230例

质量指
标

1、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治疗
成功率达到85%以上，初治涂
阳结核病患者治愈率达到90%
以上；2、报告肺结核患者和
疑似肺结核患者的总体到位
率达到95%以上；3、跨区域
流动的肺结核患者信息反馈
率达到90%，流动人口肺结核
患者的治疗管理率达到80%；
4、菌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
者筛查率达到95%;5、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结核病的筛查率
达到90%；6、耐多药可疑者
耐药检测筛查率达到90%；7
、开展耐多药病人诊治工作
覆盖率达到100%以上；8、新
确诊的痰阴肺结核病患者痰
培养率达到70%以上；9、复
治涂阳患者痰培养率达到90%
以上；10、初诊疑似患者痰
涂片检查率达到90%以上。

时效指
标

完成时间 本年度

成本指
标

本年度财政拨款 33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
益指标

结核病患者经济负担 减轻

社会效
益指标

1、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开
展全市大型宣传活动，日常
在宣传媒体、综合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场所
开展常规宣传；2、开展学校
、监狱劳教系统等重点场所
结核病防治工作，进行入学
体检、入监体检和日常常规
监测工作；3、对老年人、糖
尿病患者和矿工作业者等结
核病高危人群实施主动筛
查，在全市结核病预防、治
疗、控制、管理及防治规划
的实施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实现结核
病宣传、
监测、治
疗、高危
人群筛查
、控制管
理及防治
的社会全
覆盖



项
目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环境效
益指标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具体指
标

门诊和住院患者满意度 99%以上





附件8: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本表在“二上”阶段报送）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监管专项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新增项目□

项目分类 常年性项目□ 延续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项目总预算 5 项目当年预算 5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总额 5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余

支出功能类科目
类：[210]卫生健康支
出

款：[21004]公共卫生
项：[2100402]卫生监
督机构

项目概况、内容
及依据

1、内容：为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家、省有关职业病防治工作要
求，保证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督促企业全面落实职业病防治
主体责任，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维护社会稳
定，设立了职业卫生安全专项资金。2019年3月，按照机构改革要求，职业
卫生安全监管职责由市应急管理局划转市卫健委，职业卫生安全专项资金也
随之划转卫健委。
2、依据：《职业病防治法》

项目前两年预算
安排、使用情况
及当年预算变动

情况

2019年度年初安排5万元，2020年度年初安排4万元。

项目支出明细预
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1、职业卫生安全专项 5

2、

3、

4、



项目支出明细预
算 5、

6、

7、

8、

合                 计

测算依据及说明

项目绩效目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1、职责范围内用人单位检查覆盖率90%；
2、违法案件处理率100%；3、投诉举报处
置率100%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企业职业病
防治主体责任有效落实，职工职
业健康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用人
单位违法行为得到处理，各类投
诉举报得到及时有效处置。

项
目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职责范围内用人单位检查覆
盖率

90%

违法案件处理率 100%

投诉举报处置率 100%

时效
指标

工作期限 年度

成本
指标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有效落实

100%

用人单位职工职业健康权益
有效保障

100%

环境
效益
指标



项
目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环境
效益
指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具体
指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