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基本支出 67,370.09 财政拨款

项目支出 167,054.38 其他资金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财政专项资金 7,315.38 区本级使用资金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
医疗服务行为

医疗欠费专项补助工作经费；社
会急救医疗专项工作经费；大型
活动医疗保障工作经费；卫生健
康改革发展专项工作经费；医院
在职及退休人员津贴补助；综合
医院补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经
费；干部保健和干部健康促进经
费；干部常规体检补助经费；卫
生健康科研科研课题补助；中医
药发展与建设项目；基层党建工
作经费；医院业务收入。

86,050.36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
公共场所控烟

爱国卫生工作项目经费；控烟巡
查督导员经费。

760.00

强化疾病防控应急体系

疾病预防控制项目经费；艾滋病
防治经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
护及救治财政补助项目；精神科
免费派药点补助；免疫规划经费
项目；综合管理工作经费；免疫
规划专项经费；疫病防控项目；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结核病
防治项目工作经费；疫情防控补
助经费。

4,787.32

落实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制度，推进“
银龄安康行动”全覆盖

计划生育奖扶项目；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金；计划生育家庭其他奖
励扶助保障项目；计划生育特别
扶助金；全市长者长寿保健金经
费；60周岁以上老人意外伤害综
合保险；民生实事工作经费；社
保卡发行管理费。

39,264.78

进一步完善我区基层医疗
和公共卫生体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社区药
品支出；社区疫苗采购经费；社
区医疗服务经费；社区卫生业务
用房租金；社区公共卫生管理工
作经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建设财政补助；学科建设财政补
助项目；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
脚医生生活困难补助；疫苗接种
服务费。

14,388.43

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妇幼健康服务项目；妇幼保健公
共服务经费；家庭发展项目。

18,668.92

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
施建设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经费；荔湾区
儿童医院新建工程；荔湾区公共
卫生领域补短板项目；广州市荔
湾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南片）
-荔湾区人民医院迁建工程；西
关中医药非遗街区荔湾区中医医
院扩建工程；广州市荔湾区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北片）—荔湾中
心医院改建项目。

549.00

2022年荔湾区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 广州市荔湾区卫生健康局

预算金额（万元）

109,168.76

125,255.70

预算金额（万元）

109,168.76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做好大型节假日医疗保障工作，通过各项政策补
助，保障医疗质量，缓解医患关系，范医疗机构
病人欠费医疗补助管理，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
义精神，通过开展各类健康宣传工作，开展公众
急救培训，提升公众医疗水平。

通过进一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灭鼠、灭蝇
、灭蟑、灭蚊达标成果，圆满完成登革热等媒介
传染病疫情防控任务，大力推进公共场所控烟，
增强群众健康素养和卫生防病意识，保障市民群
众身体健康。

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实现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在过去5年平均水平以下，
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有效控制传染病疫情，
通过主动监测、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增强社会
人群的防病意识。根据中央、省、市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保障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
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我区户籍居民获得奖励优
待的权利；对我区户籍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死亡
或伤残后未再生育、收养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夫
妻给予一定的经济扶助；60周岁以上老年人“银
龄安康行动”参保率达到100%，使更多老年人享
受到政府的福利待遇，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

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影响居民健
康的主要卫生问题实施干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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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序推进荔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基层软
件建设，加快提升基层卫生人员待遇，做实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扩大服务覆盖面，深化服务
内涵，提高服务水平。

做好孕产妇孕前健康工作，实施高危妊娠分级管
理，提高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有
效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构建出生缺陷综
合防控体系，完善出生缺陷综合干预中心，落实
出生缺陷三级防控，对适龄儿童窝沟封闭、口腔
健康教育普及，保障儿童健康安全。

通过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改造、资源
购置，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就医环境，为居民群
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预算整体情况

总体绩效目标

（一）以卫生规划为指导，区域卫生规划优化资源。加快推进区儿童医院、区人民医院新院区及荔湾中心医院服务环境升级、公共卫生领域补短板
等项目建设；
（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基层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综合医院医疗水平，加快区属医院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中医药
强区建设，逐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区域医疗救治服务水平；
（三）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系统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完善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建立更加有力有序的疫情防控指挥调度体系；加快补齐基层
卫生体系短板，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促进医防融合；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大力提升妇儿健康水平；
（四）推进“银龄安康行动”全覆盖，全面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特别特助金等政策，深化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内涵，全方位促进三孩政策配
套衔接，多维度提升智慧养老服务；
（五）继续做好爱国卫生运动。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范围内，有效地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暴发流行，显著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审批正确率

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面见访视率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考核等级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甲低、苯丙
酮尿症、G6PD）筛查率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婚前医学检查率

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

奖扶金标准、发放符合规定率

一级指标

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0%

≥60%

国家卫生城市C级标准

≥80%

≥98%

≥90%

≥50%

≥40%

100%

100%

≥60%

国家卫生城市C级标准

≥80%

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98%

≥90%

≥50%

≥40%

100%

服务满意度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