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海县卫生健康局 2023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县级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转发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规范（第三版）的通知》（云卫基层发〔2017〕13 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卫生健康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等

原 12 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从原重大公卫服

务和计划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务、医养

结合、卫生应急、食品安全、孕前检查、生育管理等内容等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对本县居民健康问题采取干预措

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

五、项目实施内容

县卫生健康局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 14 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其中，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12 项，省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 2 项。通过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等原 12 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

及从原重大公卫服务和计划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妇幼卫生、老

年健康服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食品安全、孕前检查、

生育管理等内容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对本县居民健康

问题采取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

制疾病的发生。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配套资金 58.29 万元，用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手册

的印制等。

七、项目实施计划

县卫生健康局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预算编制，分

类分包组织实施。实行法人负责制。业务经办人员负责具体

项目的实施管理，按规定及时提交费用支付计划或发放名

册；财务人员负责资金管理和发放，并按规定向主管部门及

财政部门报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报告。完善绩效目标管理，

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专

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等原 12 类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从原重大公卫服务和计划

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务、医养结合、卫

生应急、食品安全、孕前检查、生育管理等内容等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免费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按照《中国妇女儿

童发展纲要（2011 年-2020 年）》《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2011 年-2020 年）》《玉溪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2011

年-2020 年）》《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快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决定》《云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 10 件惠民实事的通知》及《玉溪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件惠民

实事任务分解的通知》等要求，2019 年全县农村妇女“两癌”

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20.00%以上，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80%以上，综合节育率达 80.00%以上，农

村妇女增补叶酸服用率达到 90.00%以上，地中海贫血筛查任

务完成率和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率均达 100.00%。要更加注

重预防为主、更加注重医防结合、更加注重慢性病防治与传

染病防控并重，努力实现传染病发病率继续保持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重点疾病控制更加有效、医防结合取得突破。开展

职业病监测，最大限度的保护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

健康权益。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赋予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充分发挥卫生健康系统的专业资源

和技术优势，通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发现我县

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风险和隐患，掌握全县食品

污染现状趋势、薄弱环节，进一步掌握食源性疾病爆发隐患

及流行的规律趋势，为政府决策、风险防控和部门监管提供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有利于食品安全隐患的“早发现、早



预警、早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更好地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计划生育家庭利益导向政策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省财政厅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

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实施意见》（云财社〔2016〕321 号）、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金标准的通知》（云财社〔2018〕95 号）、《云南

省卫生计生委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对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用补助标准和资格确认

条件的通知》（云卫家庭发〔2018〕1 号）等文件精神，结

合中央、省、市、县相关安排部署，为进一步改革完善计划

生育服务管理，鼓励按政策生育，落实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

相关政策保障，特建立通海县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卫生健康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为社会民生类项目，包括农村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养

老、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特殊家庭、一

次性抚慰金、一次性奖励金、城乡医保等 7 项；受益人群为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父母及子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为社会民生类项目，包括农村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养

老、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特殊家庭、一

次性抚慰金、一次性奖励金、城乡医保等 7 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县级资金 47.12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年度中央、省、市拨款情况，结合通海县实际，于

2023 年度内兑付到符合享受对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一是有利于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施

奖励扶助制度,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制约机制有机

地结合起来,能够大大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而且可以促进

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二是有利于探索解决

“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奖励扶助虽然投入资金不多,但综合效

应较大，尤其奖励扶助政策可以缓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

困难。三是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奖励扶助制度可以使广大农

民感到政府真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卫生健康局国家卫生县城复审及爱国卫生“7 个

专项行动”项目。

二、立项依据

2023 年是通海县国家卫生县城的复审年，开展国家卫生

县城复审和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加

快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和投资环境，提高居民

素质和城市管理水平，把通海建设成为具有“山城湖”特色的

现代直居生态文化名县具有重要意义。通海县卫生健康局是

爱国卫生运动的牵头部门，设国家卫生县城复审及爱国卫生

“7 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统筹协调全县创卫

复审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卫生健康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卫生健康局是爱国卫生运动的牵头部门，设国家

卫生县城复审及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指挥部办

公室，统筹协调全县创卫复审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通过在建成区范围内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有效降低

建成区公共环境的病媒生物密度，保障辖区范围内的病媒生



物密度控制在国家标准内，防控登革热、寨卡、出血热等鼠、

虫媒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维护公共卫生、促进公共健康。

按照“7 个专项行动”进农村、灭死角、标准化、建机制、

追责任的工作要求，本着“卫生健康部门技术牵头，有关部

门分段管理，行业具体落实”的工作原则，全面落实清洁消

毒工作措施，彻底改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现状，达到公共场

所清洁消毒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可视化、常态化工作

目标，持续实现“十一类”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全覆盖，“八

类”重点场所清洁消毒全达标。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动”办公室 11.00 万元：常消毒

专项工作经费、众参与专项工作经费、公务接待及相关工作

支出；“7 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39.00 万元：宣

传资料印制、办公耗材、卫生许可证制作、公务接待及相关

工作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年度中央、省、市拨款情况，结合项目具体实施进

度，实时支出项目经费，确保顺利通过省爱卫办现场检查（技

术评估）、综合审定。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

中的突出卫生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

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



要求和重要内容，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县城）更是成为各级

党和政府的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政府主导，跨部门协

作，全社会动员”是爱卫、爱卫工作最有效的工作机制。爱卫

工作始终把卫生健康作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善于调动各方

力量积极参与到健康生活环境创建工作中去。在政府主导

下，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献智

献力；广大群众人人动手、人人参与，作为社会动员机制的

“教合剂”，充分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通过发动群众，自己

动手改造生产生活环境，同疾病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促

进群众养成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 、拒绝食用野生动物

等卫生习惯，提升群众的健康生活意识。预防是最经济最有

效的健康策略。爱卫工作始终坚持预防为主，从健康影响因

素的源头入手，用社会综合治理的方式，有效“应对”影响健

康的复杂因素，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健康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