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2024 年

自治区本级单位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9〕9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4 年自治区本级单位项目支出预算

绩效目标予以公开。

附件：2024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2024 年 1 月 26 日



附件

2024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卫生监督综合业务费

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
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03-多年期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5年

项目总额 86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43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43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43

　　其中：中央资金 0

　    其他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1.开展基层业务指导，对5家市级，19家县区级和宁东卫生监督机构的基层业务指导；2.开展国家“双随机”抽检（公
共场所、学校、传染病、消毒、涉水产品及生活饮用水、医疗服务、计划生育、职业放射等专业）；3.举办全区医疗卫

生、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培训班、2023年案例评查培训班；4.开展重点专项整治；开展督导调研，对卫生监督机构开展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日常卫生监督工作指导及指令性工作调研。5.维护中心网络及云安全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指标1：完成学校和公共场所、传染病防治、饮用水等专项整治督查 200所

指标2：对卫生监督员进行业务宣传培训 200名

指标3：开展基层业务指导 25家

指标4：开展卫生监督员业务培训 3期

12-质量指标

指标1：国家双随机抽检完成率（%） ≧90%

指标2：国家双随机抽检完结率（%） ≧90%

指标3：卫生监督覆盖率 ≧90%

13-时效指标 指标1：按时限完成 12月

14-成本指标

指标1：开展卫生监督员业务培训 5万

指标2：开展国家随机监督抽检任务、开展基层业务督导调研、参加国家

卫健委业务培训和赴区外学习交流
13万

指标3：网络维护及云安全服务 13万

指标4：开展宣传及其他业务活动 12万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指标1：全区卫生监督业务能力 有所提升

指标2：全区公共卫生环境、医疗服务秩序 得到改善

24-可持续影响 指标1：卫生健康综合服务能力 得到提升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卫生监督员对培训内容的满意度 85%

指标2：卫生监督机构对业务指导、督导工作满意度 85%

指标3：国家对“双随机”抽检工作满意度 85%



附件

2024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其他公共卫生服务-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

生健康综合服务中
心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5年

项目总额 8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8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8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

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8

　　其中：中央资金 0

　    其他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开展食品安全国家和地方标准的跟踪评价，召开食品安全标准专项跟踪评价座谈会，举办培训班1期；参与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举办标准宣贯培训班1期，培训食品企业人员100人以上，印制宣传品；开展全区食品安全标准管理

培训，购置培训教材，订阅专业期刊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指标1：举办全区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培训班 1期

指标2：开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宣贯培训班 1期

指标3：召开食品安全标准专项跟踪评价座谈会 1次

指标4：印制食品安全标准宣传品 1项

12-质量指标

指标1：标准跟踪评价问卷调查表收集率 ≥ 80%

指标2：完成标准跟踪评价，举办1期培训班；完成标准宣贯，举办1期宣贯培

训班；完成标准宣传品印制
100%

13-时效指标 指标1：资金按时完成率 ≥90%

14-成本指标

指标1：举办全区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培训班和地方标准宣贯培训班 3万

指标2：印制食品安全标准宣传品 1万

指标3：开展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培训，食品生产企业标准使用情况调研，召开

食品安全标准专项跟踪评价座谈会，参与地方标准的制定及调研宣传
4万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指标1：资金节约率 10%

22-社会效益
指标1：食品生产企业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知晓率 ≥80%

指标2：服务食品生产企业效果 效果良好

24-可持续影响 指标1：食品安全标准管理能力 得到提升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相关食品生产企业、监管部门、食品检验部门满意度 ≥80%

指标2：培训学员对培训内容的满意度 ≥80%



附件

2024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业病防治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

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5年

项目总额 1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10

　　其中：中央资金 0

　    其他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完成全区职业卫生监督员的培训，切实提升业务技能和执法办案水平，对职业卫生监督员培训率达到100%。开展职业病防
治宣传，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增强公众法治意识。继续推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评审和盲样考核，加

强服务质量控制。强化基层卫生监督机构业务指导，不断强化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力度，进一步提升职业卫生监管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指标1：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以及相关法治宣传活动 1次

指标2：基层卫生监督机构业务指导 市级5家，县区级10家

指标3：培训覆盖全区各市、县监督机构的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90人次

12-质量指标

指标1：基层卫生监督机构业务指导率 市级100%，县区级≧50%

指标2：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准确率 ≥80%

指标3：职业卫生监督员知识知晓率 100%

13-时效指标 指标1：资金按时完成率 ≥90%

14-成本指标

指标1：职业病预防法治宣传 3.0万

指标2：职业卫生监督员培训 4.5万

指标3：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技术报告评审、盲样考核、基层卫生监

督机构业务指导、外出相关业务培训、学术交流等
2.5万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指标1：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 80%

指标2：职业卫生监督员行政执法能力 不断提升

指标3：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服务行为 不断规范

24-可持续影响

指标1：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80%

指标2：职业卫生监督员行政执法能力 持续提升

指标3：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 持续提升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职业卫生监督员对培训的满意度 ≥85%



附件

2024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中医药执法监督培训

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
生健康综合服务中

心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5年

项目总额 7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7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7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7

　　其中：中央资金 0

　    其他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1.进一步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提高中西医结合服务水平，提高中医药重点科室
建设水平。2.提升广大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中医监督执法水平,展现勤于学习、业务精湛、业绩突出

的卫生监督工作良好精神风貌，激励钻研业务、勤练技能,切实推进中医监督执法能力建设。3.持续增强中医药传
承创新能力。进一步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推进多学科融合创新，提升中医药临床循证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指标1：开展卫生健康监督机构中医药监督执法人员培训 1期

指标2：参加中医药监督执法能力培训、案件交流、研讨会议等 3人次

指标3：实训演练中医药监督执法活动 1次

指标4：评选中医药典型案例、评选中医药监督执法人员办案能手，中
医药法宣传活动等

1次

12-质量指标
指标1：培训计划完成率 ≥90%

指标2：人才培养合格率 ≥90%

13-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周期 1年

指标2：及时完成率 ≥85%

14-成本指标

指标1：开展卫生健康监督机构中医药监督执法人员培训 4万

指标2：参加中医药监督案件评析交流、调研、会议等 1万

指标3：中医药典型案例交流、购买或印制中医药监督执法工作书、中
医药法法律法规宣传资料等

2万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指标1：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指标2：中医药服务质量 明显提高

指标3：中医药监督人员职业素质 得到提高

24-可持续影响 指标1：中医药服务能力 逐步提高

3-满意度指标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受训人员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