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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与内容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大决策部署，根据《自治区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9〕1号）《关于印发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

规〔2020〕7号）精神，自治区卫健委高度重视卫生人才队

伍建设，为不断提升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加快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不断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提高群众

健康素质。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

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实施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巩固完善村卫

生室基本功能，筑牢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网底”；二是保障

服务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

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的有效实施，

缓解各地（州、市）乡镇医疗人才严重短缺状况，提高基层

医疗服务水平；三是在自治区 4个地（州）开展二级以上医

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提高乡镇卫生院人员

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逐步建立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的

长效机制。

（二）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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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各县级财政为取得执业助理

医师及以上资格的乡村医生补助每人每月 1105 元，计 932

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乌什县、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

区为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乡村医生补助标准每人每月

700元，计 10047人，其中：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补助每人

每月 400 元，计 274 人。推广适宜卫生技术 80 项；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培养自治区紧缺专业人才 153人；为高中起点

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培养 1556 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

人数 1259人；为南疆四地州村卫生室定向培养 2261人，具

有中等医学学历“留得下、用得上、靠得住”的乡村医生。

地、县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共派驻医

疗人员 263人支援 91所乡镇卫生院。

（三）项目绩效目标

依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 号），参考其中的指标分级，设定具体项

目指标体系框架。从业务指标四大方面拟定绩效评价指标，

初步设定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指

标权重自上而下按指标层次分步确定权重。业务指标权重设

定：决策14分、过程20分、产出51分、效益15分，具体内容

详见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满分100分，明细见下表：

绩

效

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项目决策 项目立项（4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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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14 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绩效目标（4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绩效目标明确性 2

资金投入（6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项目过程

（20 分）

资金管理（10 分）

资金到位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组织实施（10 分）

实施方案的制定和执行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产出

（51 分）

产出数量（20 分） 实际完成率 20

产出质量（15 分） 质量达标率 15

产出时效（7分） 完成及时性 7

产出成本（9分） 实际产出成本 9

项目效果

（15 分）

社会效益指标

（3分）

提高培训学员业务水平 1

乡村医生补助水平不断提高 1

受援乡镇卫生院能够独立诊断和

治疗病种数量较上一年度增加
1

经济效益指标

（2分）

乡村医生月收入在基本工资上提

高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2分）

稳定乡村队伍 1

二级医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

目持续实施
1

满意度指标

（8分）

参培学员满意度 2

乡村医生满意度 2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满意度 2

受援乡镇卫生院满意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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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本次评价的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

（四）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该项目补助资金预算总额为14108万元，截止2021年12

月31日，财政到位资金14108万元。项目单位实际支出11433.2

万元，预算执行率81.04%，结转2674.8万元，其中：乡村医

生补助项目预算11594万元，实际到位11594万元，实际支出

10031万元，预算执行率86.52%， 结转1563万元；卫生健康

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预算数1920万元，实际到位

1920万元，实际支出1109.9万元，预算执行率57.81%，结转

810.1万元；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预算594万元，实际到

位594万元，实际支出为292.3万元，预算执行率49.21%，结

转301.7万元

二、评价结论

通过调研、数据分析、访谈等方式，根据评价工作方案

确定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进行

客观评价，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如下：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资金项目共设置绩效目

标 53个，目标实现率 84.71%。项目决策指标共设置 6个，

满分指标 5个，得分率 92.86%；项目过程指标共设置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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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指标 2 个，得分率 70%；项目产出指标共设置 31 个，

满分指标 16个，得分率 88.65%;项目效益指标共设置 10个，

满分指标 7个，得分率 83.33%。该项目最终评分结果为 84.71

分，绩效评级为“良”。

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

培养）项目补助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整体情况基本良好。该项

目的实施促进了乡村医生队伍的稳定，逐步建立了对口支援

乡镇卫生院的长效机制，对我区卫生健康队伍能力的提升有

较好的促进作用；项目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绩效目标。因跨年

项目及疫情原因，部分年度指标尚未达到预期指标值。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分层管理，制度完善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卫健委）负责

全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的组织与

领导。项目地（州、县、市）卫健委根据自治区卫健委的项

目实施方案制定本地的项目实施方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成立领导小组，对项目工作开展进行安排部署，管理制度完

善、责任落实到位，跟踪考核机制完善且运行有效，由专人

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监督落实，定期汇总数据上报，对项目

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分析，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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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面，财务人员严格按照财务支出流程进行审批，由财务

领导进行审核把关，基本做到专款专用。

2、规范开展乡村医生业务培训，全面提升乡村医生执

业水平，提高乡村医生月收入，促进乡村队伍稳定发展

（1）阿勒泰地区组织乡村医生长期坚持参加线上培训

学习及考核活动，各卫生院也通过定期召开例会对村医进行

相关学习和培训，并进行考核，通过组织业务培训、知识讲

座等活动，乡村医生切实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医疗、护理服

务水平，优化了服务态度，稳步提升了医护水平和服务能力。

（2）喀什地区开展地区级乡村医生集中培训。依托喀

什职业技术学院对所有村医分批进行六个月的培训，采取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系统培训。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第一批培训的 400名村医已完成培训回原岗位为广大

群众服务。

（3）昌吉市为进一步加大农村免费订单定向培养力度，

根据乡村医生需求情况，招收免费农村生源，毕业后直接分

配至村卫生室工作。

3、注重师资培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人才交流、

提升科研能力

（1）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协同七家医院分别负责实施承办，各自开展培训聘请专家

名师进行为期 7天的线下或线上的授课活动，通过理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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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自学授课、规范教案编写、考试考核四个模块开展滚动

式培训并取得自治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合格证

书，提高了规范化培训医师的岗位胜任能力，促进了项目实

施单位加强与全疆各级医院的交流协作，同时还增强人才培

养、医联体和学科建设。

（2）在自治区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教育项目中，

新疆医科大学根据自身平台优势，搭建智能教育体系构建数

字化校园在线教学一体化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管理、在线教

学、线上课程建设、考核评价、在线督导、教学行为分析等

功能，同时引入清华大学“雨课堂”、人卫慕课、外研社“U

校园”等平台，大力开展适应智慧教学不同课型的教学模式

和方法。在实验教学体系中，增加综合性实验占比，提高医

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终

定始，培养一批全科医学人才。

（3）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各项目实施单位依照项目实施

方案，制订了适宜的实施策略，集结各科室优秀人才资源，

面向全疆推广有难度、有深度的医学技术，先进的医学思想，

促进了基层医疗单位人才的发展加强了医疗机构之间的交

流，有利于全疆医疗体系质量的提高。

（4）卫生健康青年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让有能

力的优秀青年医生成立各科研小组，实施科研项目的申报，

促进全疆医学科研能力进一步提升，使得新疆医学人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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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领域站得住、说得上、有实力。

（二）存在的问题

1、绩效管理方面

（1）个别绩效考核指标或指标值设置不符合项目实际

情况

如：产出数量指标中：青年科技人才项目撰写论文目

标值为≥2 篇；产出成本指标中：青年科技人才项目费用目

标值为≤该项目所拨经费。通过对项目实施情况查证发现，

2022 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实施期为 2021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5月 1日，该项目尚在

实施期，大部分经费尚未使用，论文也未发表。因此上述指

标设置作为衡量项目 2021年完成情况不甚合理。

（2）个别绩效考核指标或指标值设置不合理

如：产出成本指标：其中 5个指标值的设定不合理，如：

2021 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及农牧区在职卫生

技术人员培训项目成本-年度指标值设置为≤266.6万元，该

项目 2021年专项资金下拨数为 266.6万元，若实际成本支出

小于下拨资金则该项不扣分，但从预算资金执行率来看则应

扣分，评价结果相矛盾。

又如：产出数量指标中：自治区基层医疗机构紧缺专业

人才培养项目培养人数目标值为 60 人，实际完成值为 153

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目培训人数目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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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人；实际完成值为 1259人。指标设置与实际完成值偏差

较大。

2、资金管理方面

（1）个别县市存在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发放精准度

不高的问题

①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分配方案、预算通知书、财

务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核实，个别县市存在超标准发放财政

补助资金的情况，如：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乡村医生补助预

算人数为 372人，实际完成指标人数为 241人，按照新村医

148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老村医 8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补

助，发放标准高于文件规定的 1120元/人/月。

②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分配方案、预算通知书、财

务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核实，个别县市存在低标准发放财政

补助资金的情况，如：哈密地区巴里坤县乡村医生预算人数

4人，实际完成指标人数 7人，按照县级下拨文件标准 959.5

元/人/月发放，发放标准低于文件规定的 1120元/人/月。

③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分配方案、预算通知书、财

务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核实，乡村医生财政资金补助项目实

际支出中包含应由地方配套资金承担的部分，由于预算人数

大于实发人数，多出的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付地方配套资金，

如：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乌什县。

④经审核，2021年乡村医生补助项目实际执行中乡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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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政补助资金发放精准性不高的情况，共 529人。

（2）个别项目资金混用、核算不清晰

如：①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人民医院对口支援 2个乡镇卫

生院，援助人数 6 人、预算资金 12 万元，项目执行中，新

和县人民医院将其中 6.2 万元用于发放 2021 年 1-8 月 35 名

下派 5个乡镇卫生院的帮扶补助资金；喀什地区泽普县人民

医院对口支援 2个乡镇卫生院，援助人数 6人、预算资金 12

万元，项目执行中，泽普县人民医院将 6万元发给帮扶 6个

乡镇卫生院的 14人；经核实，该项目与当地“千医下千村”

项目存在共性，实施单位将项目资金混用，支出核算不清晰，

无法区分。

②支付其他年度项目补助资金。自治区卫健委 2021 年

12月支付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医师培训补助资金 28万元。经

查证，2021年 12月 22日财记 83号凭证记录：“第三人民医

院规培干事由于工作失误，2019年漏报 2016年-2018年非紧

缺专业人员 40 人生活补助 32 万元（经费申请），经自治区

卫健委科教处批准，从 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

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经费中列支 ”。

③财政专项资金通常是按照项目类别下达。经查验项目

实施单位提供的项目支出明细表及相关会计凭证，发现个别

项目实施单位未按项目类别对专项资金进行明细核算。如：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存在将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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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与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

目资金混用的情况，资金支出无法区分。

（3）年末资金结转过大，财政资金效益未及时发挥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该项目结转资金 2678万元，

其中：乡村医生结转资金 1563 万元、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结转资金 813.3万元、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对口乡镇卫生院补助资金项目结转 301.7万元。造成

资金结转的原因分为正常和非正常，其中正常原因主要有：

因人员流动，预算人数指标与实际完成人数指标存在差

异；部分地区 2021 年度财政资金到位前发放的乡村医生补

助资金由地方财政垫付，导致财政专项资金支出显示结转；

结转资金包含 12 月份应发未发的补助资金；跨期项目造成

资金结转。

评价组认为专项资金根据批复预算下拨，除正常原因产

生的结转外，年末资金结转过大，将会影响财政资金效益的

及时发挥。

3、项目管理方面

（1）实施方案有待进一步完善

经查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关于举办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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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规定：自治区财政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费用。在补

助期间按照自治区普通高等专科院校临床专业收费标准执

行，学费人均每学年 6500 元，住宿费人均每学年 800 元，

计算机上岗培训费一次性人均 288元。

在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

与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实施方案中，因未明确规

定专项资金使用的具体用途，致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执

行偏差。如：新疆医科大学在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中获得 713.3万元补助资金，其中 540.2

万元用于发放在职员工及其他绩效津贴；新疆维吾尔医学专

科学校在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

目和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中共计获得 262.6 万元

补助资金，其中 192.6万元用于学校工程改造维修等。

（2）绩效评价机制不建全，全面绩效管理过程缺乏

该项目绩效监控结果缺乏审核机制，各级对口部门单位

报送的项目资金跟踪反馈表、项目绩效自评表中反映的完成

值基本与年度指标值一致，但与实际多有偏差，表明督导检

查力度不够。此外，该项目由自治区卫健委多个职能部室管

理，项目无整体自评报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中数据填写

不全，项目资金栏均无数据。

（3）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

评价过程中发现，截止评价日，项目资料管理普遍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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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归档，不利于今后项目档案的调阅。

（三）有关建议

1、绩效管理方面

（1）严格审核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强化科室内部沟通

建议自治区卫健委对各地（州、市）、县（市）开展预

算绩效管理培训，提升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业务能力和水平，

提高认识，重视绩效目标管理。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

协作，加深对项目的了解，以利于今后更合理地制定项目绩

效目标。

强化绩效目标审核。建议各项目主管部门对绩效目标编

制质量进行严格把关，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不科学、缺乏

依据的应退回申报部门进行修改、完善，确保绩效目标编制

的完整性，科学性，合理性。

2、资金管理方面

（1）加强预算申报程序管理，提高资金拨付的准确性

建议各项目主管部门加强基础资料申报审核工作，从实

际出发，客观统计相关数据，提高申报资金的准确性，同时，

对补助资金拨付实行预算拨付制，年终决算。从根本上优化

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建议各项目执行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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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的要求，合理使用预算资金，并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

核算的规范性，确保专款专用，不得虚报套取、截留、挪用、

挤占专项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3）提高资金管理能力和水平

建议各级财政部门建立资金管理检查机制，提高资金管

理能力和水平。项目实施单位需提高项目执行率及资金使用

率，各级财政部门对低效、无效项目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

对沉淀项目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并统筹使用。

3、项目管理方面

（1）完善项目绩效事中监控机制

建议自治区卫健委、地（州、市）、县（市）卫健委及

各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开展绩效监控，对项目执行中的偏差

及时纠正，对执行缓慢、自筹资金未及时到位的项目进行督

促，注重绩效目标阶段性实现程度，以保障和促进项目绩效

目标的最终实现。

各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预算申报中计划完成的时间进

度开展项目，避免项目延期或执行不到位。如因疫情等客观

因素影响项目进度，积极主动向自治区卫健委上报情况说明，

并提出纠偏措施。

（2）重视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建议自治区卫健委、地（州、市）、县（市）卫健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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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执行单位，应提高绩效自评表各项完成指标填报的真

实性与准确性，认真撰写自评报告，及时总结项目经验与不

足，对于项目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落实逐级审核机制，

避免虚报、瞒报。

（3）加强档案集中统一管理

建议各项目执行单位严格按照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

时收集、整理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定期向本

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防止资料多处存放、资料丢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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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中天运（新）咨字【2022】第 00005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精神及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

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评价

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中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以下简称：自治区财政厅）委托，以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

身份，成立由 1名主评人和 9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绩效评价工作

组，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

卫健委）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

伍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并出

具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

决策部署根据《自治区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改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9〕1号）《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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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0〕7号）

精神，自治区卫健委高度重视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不断提升

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断适应群众

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提高群众健康素质。2021 年自治

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实

施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稳

定乡村医生队伍，巩固完善村卫生室基本功能，筑牢农村卫生

服务体系“网底”；二是保障服务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

伍建设）补助资金（第二批）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

能力建设项目的有效实施，缓解各地（州、市）乡镇医疗人才

严重短缺状况，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三是在自治区 4个地

（州）开展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

提高乡镇卫生院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逐步建立对口

支援乡镇卫生院的长效机制。

该项目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意见的

通知》(新政办发〔2015〕159号) 《转发自治区卫生计生委、

教育厅、财政厅、党委编办关于举办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8〕42 号) 《关

于下达 2021年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

招生计划的通知 》（新卫科教发〔2021〕2号） (新卫科教发

〔2020〕4号) 《关于印发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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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新卫科教发〔2018〕13号) 《关于

印发紧缺人才培训项目和县级医院骨干专科医师培训项目实

施方案(2020年版)的通知》(国卫科教教育便函〔2020〕226号)

《关于印发自治区卫生计生委青年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

目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 》（新卫科教发〔2017〕24号）

等文件进行决策。

2、项目内容及规模

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建设）项目预算资金共计 14108万元，主要实施内容如下：

（1）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11594万元（以下简称“乡

村医生补助项目”

项目内容：为在全区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的

943名乡村医生(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除外)，南疆三地州

和阿克苏地区 3个县(阿瓦提县、柯坪县、乌什县)已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证书的 12074名乡村医生发放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自

治区本级财政补助 11594万元，其中：伊犁州 348.1万元，塔

城地区 180.1万元，阿勒泰地区 96.8万元，博州 145.2万元，

昌吉州 251.3 万元，巴州 119.6 万元，阿克苏地区 563.5 万元

（其中：阿瓦提县 155.7万元、乌什县 321.8万元、柯坪县 65.8

万元、其他县 20.2 万元）、克州 604.8 万元，喀什地区 5677

万元，和田地区 3549.8万元，吐鲁番市 33.6万元，哈密市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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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补助标准：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2〕87号），

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的乡村医生补助标准为每人每

月 1200元。其中：自治区财政承担 1120元，剩余部分由地方

财政承担(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除外)。取得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的乡村医生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800元。其中：南疆三地

州和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乌什县由自治区财政补助每人每月

720元，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补助每人每月 400元，剩余部分

由地方财政承担；其余各地(州、市)乡村医生财政补助由地方

财政承担。

（2）2021年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

目 1920万元

2021 年自治区卫健委加大对医学科技投入，重点部署适

宜技术推广(含中医)等任务；同时，加强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

训，尤其对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推广适宜卫生技术共计

80项；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 1240名(其中 2019年 330名，

2020年 910名)具备相应专业技术技能的实用型医学人才；培

养自治区紧缺专业人才 60 名(其中 2021 年自治区计划培训急

诊急救专业医师 15 人、儿科专业医师 15 人、检验专业医师

15人、妇产专业医师 15人)；为南疆四地州村卫生室定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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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名(其中 2019年 801名，2020年 1310名)具有中等医学学

历“留得下、用得上、靠得住”的乡村医生；计划师资培训

700人。

补助资金分配：自治区财政厅下达 2021年自治区卫生健

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补助资金共计 1920 万元，其

中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资金 254.5万元、面向

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资金 1191.3 万元、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资金 90万元、健康扶贫乡村医

生定向培养资金 236.2万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资

金 112 万元、2022 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医学科技人才专

项科研项目资金 36万元。

补助标准：2021 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及

农牧区在职卫生技术人员培训补助标准 5万元/项，实施周期 1

年；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免费医学生补助标准 7588元/

人/年，培养周期 3 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缺专业人才培养

补助标准 1.5 万元/人/年，培养周期 1 年；健康扶贫乡村医生

定向培养补助标准 1000元/人/年，培养周期 3年；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师资培训补助标准 200元/人/天，培训周期 7天。

（3）2021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

卫生院项目 594万元（以下简称“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

项目范围：覆盖我区 4个地(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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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州、和田地区）所辖 33县(市)和 99所乡镇卫生院。

项目内容：①项目由地、县两级人民医院、中医民族医医

院、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妇幼保健院(站)等医疗卫生保健机

构共同承担，以县级为主。受援单位由县(市)卫生健康委(卫生

局)确定后报地(州)卫生健康委批准。项目地、县卫生健康委在

确定受援单位时，应优先考虑中心卫生院和距县城较远且技术

力量薄弱的乡镇卫生院。

②项目地、县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按 3人 1支医疗队进

行组派，每支医疗队对口支援 1所乡镇卫生院。在选派人员时，

各地(州、市)、县(市)卫生健康委应根据乡(镇)卫生院的实际需

要合理确定支援人员的专业类别,其中应包括 1 名公共卫生服

务技术人员。派出人员中至少包括 1名具有高年资主治医师以

上职称的临床专业技术人员。

补助标准：医疗队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2万元，主要用于

医疗队的组织管理和交通、生活补助。

项目期限：项目周期为 1年，原则上每位派驻人员连续工

作 1 年，若有特殊原因可以轮换工作，但是每位人员的连续工

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4、项目实施情况

2020 年 9 月，自治区卫健委下达《关于报送 2021 年项

目预算申报资料的通知》，根据延续项目和新增项目提供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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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报分管部门审核。

2020 年 12 月 24 日，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医疗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0〕283 号），下达 2021 年自

治区医疗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资金项目资

金 13542万元，专项用于乡村医生补助、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

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自治

区基层医疗机构紧缺专业人培养、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及

农牧区在职卫生技术人员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师资培训、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等卫生健康人才培训培

养工作。其中：乡村医生补助资金 11594万元、自治区人才培

训培养专项补助资金 1354万元、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支援

乡镇卫生院项目补助资金 594万元。并同步向自治区本级单位

及各地州分解下达了 2021年补助资金分配表及项目支出绩效

目标表。

2021 年 8 月 17 日，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拨付 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

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新财社〔2021〕160号），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

资金（第二批）566万元，用于支持开展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

训工作。同时向各级医院、学校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

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分配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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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各县级财政为取得执业助理医

师及以上资格的乡村医生补助每人每月 1105元，计 932人；

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乌什县、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为取

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乡村医生补助标准每人每月 700元，计

10047人。其中：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补助每人每月 400元，

计 274人。推广适宜卫生技术 80项；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

养 1556 人具备相应专业技术技能的实用型医学人才；培养自

治区紧缺专业人才 153人；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培养

1556人；为南疆四地州村卫生室定向培养 2261人具有中等医

学学历“留得下、用得上、靠得住”的乡村医生；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师资人数 1259人。地、县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

支援乡镇卫生院共派驻医疗人员 263人支援 91所乡镇卫生院。

5、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

截止 2021年 12月 31 日，该项目安排预算资金 14108万

元，其中：乡村医生补助项目资金 11594万元，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资金 1920万元，二级以上对口支援

乡镇卫生院项目资金 594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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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补助资金分解情况表（表 1）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第一批 第二批
人才培
养（科
教）
合计

总计乡村医
生

二级以
上对口
支援乡
镇卫生

院

人才培
养（科
教）

小计
卫生健
康人才
培养

全区小计 11594 594 1354 13542 566 1920 14108

地州小计 11594 594 446.2 12634.2 132.1 578.3 12766.3

乌鲁木齐 40 40 27.6 67.6 67.6

克拉玛依 0 3 3 3

伊犁州 348.1 348.1 2 2 350.1

塔城地区 180.1 180.1 2.5 2.5 182.6

阿勒泰地区 96.8 96.8 3.6 3.6 100.4

博州 145.2 145.2 15 15 160.2

昌吉州 251.3 166.4 417.7 11.9 178.3 429.6

巴州 119.6 30 149.6 15 45 164.6

阿克苏地区 563.5 162 160.5 886 32.4 192.9 918.4

其中：其他县、市 20.2 20.2 0 20.2

阿瓦提县 155.7 155.7 0 155.7

乌什县 321.8 321.8 0 321.8

柯坪县 65.8 65.8 0 65.8

克州 604.8 72 676.8 0 676.8

喀什地区 5677 216 49.3 5942.3 14.1 63.4 5956.4

和田地区 3549.8 144 3693.8 5 5 3698.8

吐鲁番 33.6 33.6 33.6

哈密 24.2 24.2 24.2

本级小计 907.8 907.8 433.9 1341.7 1341.7

自治区卫健委 132 132 132 132

新疆医科大学 493.2 493.2 220.1 713.3 713.3

新疆维吾尔医学

专科学校 262.6
262.6 262.6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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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医院 10 10 46.3 56.3 56.3

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31.8 31.8 31.8

新疆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
10 10 17 27 27

新疆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
9.8 9.8 9.8

新疆医科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
7 7 7

新疆医科大学第

六附属医院
17.8 17.8 17.8

新疆医科大学第

八附属医院
5 5 5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中医药研究院
16.4 16.4 16.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3 23 23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儿童医院
19.8 19.8 19.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第三人民医院
8 8 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生殖健康医院
1 1 1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维吾尔医药研
究所

0.8 0.8 0.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药物研究所
0.8 0.8 0.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妇幼保健院
8 8 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保健中心
0.5 0.5 0.5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维吾尔医医院
0.8 0.8 0.8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补助资金预算总额为 14108万元，截止 2021年 12

月 31日，财政到位资金 14108万元。项目单位实际支出 11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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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预算执行率 81.04%，结转 2674.8 万元，其中：①乡村

医生补助项目预算 11594 万元，实际到位 11594 万元，实际支出

10031万元，预算执行率 86.52%，结转 1563万元；②卫生健康

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预算数 1920 万元，实际到位

1920万元，实际支出 1109.9万元，预算执行率 57.81%，结转

810.1万元。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预算 594万元，实际

到位 594万元，实际支出为 292.3万元，预算执行率 49.21%，

结转 301.7万元。明细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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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明细表（表 2）

单位：万元、%

项目

构成
（二级）

构成明细

（三级）

预算

金额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2021 年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2021 年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转
（2021 年末）

②-③

预算执行

金额截止

到评价日

④

预算执行

率

截止到评

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合计 14108 14108 11433.2 81.04% 2674.8 13737.6 97.37% 370.4

自治区

乡村医

生财政

补助资

金项目

小计 11594 11594 10031 86.52% 1563 11554.6 99.66% 39.4

伊犁州 348.1 348.1 346.7 99.60% 1.4 348.1 100.00%

塔城地区 180.1 180.1 180.1 100.00% 180.1 100.00%

阿勒泰地区 96.8 96.8 90.1 93.08% 6.7 96.8 100.00%

博州 145.2 145.2 145.2 100.00% 145.2 100.00%

昌吉 251.3 251.3 246.0 97.89% 5.3 251.3 100.00%

巴州 119.6 119.6 107.7 90.05% 11.9 112.9 94.40% 6.7

阿克苏 563.5 563.5 560.2 99.41% 3.3 560.9 99.54% 2.6

克州 604.8 604.8 551 91.10% 53.8 574.7 95.02% 30.1

喀什地区 5677 5677 4638.6 81.71% 1038.4 5677 100.00%

和田地区 3549.8 3549.8 3108.9 87.58% 440.9 3549.8 100.00%

吐鲁番 33.6 33.6 33.6 100.00% 33.6 100.00%

哈密 24.2 24.2 22.9 94.63% 1.3 24.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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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自治区

卫生健

康人才

队伍及

科研能

力建设

项目

小计 1920 1920 1109.9 57.81% 810.1 1752 91.25% 168

自治区卫生健康
委

132 132 60.4 45.76% 71.6 66.2 50.152% 65.8

新疆医科大学 713.3 713.3 178 24.95% 535.3 713.3 100.00%

新疆维吾尔医学
专科学校

262.6 262.6 260.4 99.16% 2.2 262.6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医院

56.3 56.3 15.5 27.53% 41 25.7 45.65% 30.6

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31.8 31.8 22 69.18% 9.8 31.4 98.74% 0.4

新疆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

27 27 16 59.26% 11.0 23.2 85.93% 3.8

新疆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

9.8 9.8 1.8 18.37% 8 1.8 18.37% 8

新疆医科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

7 7 5.8 82.86% 1.2 7 100.00%

新疆医科大学第
六附属医院

17.8 17.8 0% 17.8 17.3 97.19% 0.5

新疆医科大学第
八附属医院

5 5 3.6 72.00% 1.4 5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中医药研究院

16.4 16.4 16.4 100.00% 16.4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3 23 8.7 37.83% 14.3 21.2 92.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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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儿童医院

19.8 19.8 19.8 100.00% 19.8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第三人民医院

8 8 7.2 90.00% 0.8 8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生殖健康医院

1 1 1 100.00% 1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维吾尔医药研
究所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药物研究所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妇幼保健院

8 8 8 8 见注：1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保健中心

0.5 0.5 0.5 0.5
因驻村，项目资金未
启动且未到项目截止
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维吾尔医医院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伊犁 2 2 0.5 25.00% 1.5 2 100.00%

乌鲁木齐 67.6 67.6 2.5 3.70% 65.1 25.6 37.87% 42

克拉玛依 3 3 1 33.33% 2 3 100.00%

阿勒泰地区 3.6 3.6 1.1 30.56% 2.5 2.8 77.78% 0.8
其中阿勒泰地区哈萨
克医医院 0.8 万元被
地区财政局收回

昌吉州 178.3 178.3 169.4 95.01% 8.9 173.8 97.48% 4.5

巴州 45 45 43.8 97.33% 1.2 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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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 192.9 192.9 191.3 99.17% 1.6 192.9 100.00%

喀什地区 63.4 63.4 61.8 97.48% 1.6 62.1 97.95% 1.3

和田地区 5 5 4 80.00% 1 5 100.00%

塔城地区 2.5 2.5 0.5 25.00% 2 2.5 100.00%

博州 15 15 15 100.00% 15 100.00%

二级以

上对口

支援乡

镇卫生

院补助

资金项

目

小计 594 594 292.3 49.21% 301.7 431 72.56% 163

阿克苏 162 162 61.0 37.65% 101.0 103.5 63.89% 58.5

克州 72 72 30 41.67% 42 48 66.67% 24

喀什地区 216 216 129.2 59.81% 86.8 180 83.33% 36

和田地区 144 144 72 50.07% 72 99.5 69.10% 44.5

注1：2021年9月16日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资金8万元拨付至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账户，由于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2021年9月至12月未执行推广项目工作，2021年12月24日，自治区财政厅将8万元资金收回，且在2021年12月27日根据《自治区

党委编委关于同意整合组建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的批复》（新党编委[2021]54号），从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中划分出乌鲁木齐市妇

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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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建设）项目总预算资金 14108万元。年度目标任务：完

成自治区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自治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缺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招生计划；完成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计划；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巩固

完善村卫生室基本功能，筑牢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在我区 4

个地（州）所辖 33县（市）的 99所乡镇卫生院开展二级以

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提高乡镇卫生院

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逐步建立对口支援乡镇卫生

院的长效机制。

2、具体绩效目标

自治区卫健委《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设

置 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41个三级指标，具体绩效

目标设置如下：

指标设定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

培养人数
=2111 人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

目培训人数
=7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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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数 =297 个

支援乡镇卫生院个数 =99 所

补助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

资格的乡村医生人数
>=943 人

补助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取得乡

村医生证书乡村医生人数
>=274 人

自治区基层医疗机构紧缺专业人

才培养项目培养人数
=60 人

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立项数 =80 项

自治区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培养人数
=1240 人

补助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乌什县，

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取得

乡村医生证书乡村医生人数

>=11800 人

质量指标

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100%

乡村医生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通过率 >=80%

培养计划完成率 >=85%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

培养周期
=3 年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

目培训周期
=7 天

自治区基层医疗机构紧缺专业人

才培养项目培养周期
=1 年

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实施周期 =1 年

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培养

周期
=3 年

每月拨付乡村医生补助金及时率 =100%

发放下派医疗卫生人员补助及时

率
=100%

成本指标

2021年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

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成本
<=1191.3 万元

2021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

术推广及农牧区在职卫生技术人

员培训项目成本

<=26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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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紧缺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成本
<=90 万元

2021年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

养项目成本
<=260 万元

2021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

培训项目成本
<=112 万元

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乌什县，克

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有乡村

医生执业资格证书的自治区财政

每月补助标准

=720 元/人/月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有乡村医生

执业资格证书的乡村医生自治区

财政每月补助标准

=400 元/人/月

全区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

证书的乡村医生自治区财政每月

补助标准

=1120 元/人/

月

发放下派医疗卫生人员补助资金

数
=20000 元/人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乡村医生月收入在基本工资上提

高
>=800 元

社会效益指标

受援乡镇卫生院能够独立诊断和

治疗病种数量较上一年度增加
增加

乡村医生补助水平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提高培训学员业务水平 大幅度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中长期

二级医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

目持续实施
中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参培学员满意度 >=90%

乡村医生满意度 >=85%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满意度 >=85%

受援乡镇卫生院满意度 >=85%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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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2021 年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开展

绩效评价，客观反映项目资金管理情况、项目完成情况、取

得的成绩及效益，评价其项目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

规范性和资金使用成效，进而分析在政策制定、预算资金安

排、项目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促进自

治区卫健委不断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对象

对 2021 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

才队伍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四

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

3、绩效评价范围

（1）项目范围：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

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的执行情况、专项资金投

入情况、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果。

（2）时间范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标准

1、绩效评价依据和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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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号）

《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预〔2021〕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

理的通知》（新财预〔2021〕49号）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新财规〔2020〕7号）

《自治区本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新财

预〔2018〕188号）

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绩效相关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

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

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绩效评价应按各级各预算单位、

各子项目，根据评价对象特点、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分类组织

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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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

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依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 号），参考其中的指标分级，设定具体项

目指标体系框架。从业务指标四大方面拟定绩效评价指标，

初步设定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指

标权重自上而下按指标层次分步确定权重。业务指标权重设

定：决策14分、过程20分、产出51分、效益15分，具体内容

详见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满分100分，明细见下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项目决策

（14 分）

项目立项（4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绩效目标（4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绩效目标明确性 2

资金投入（6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项目过程

（20 分）

资金管理（10 分）

资金到位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组织实施（10 分）
实施方案的制定和执行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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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产出

（51 分）

产出数量（20 分） 实际完成率 20

产出质量（15 分） 质量达标率 15

产出时效（7分） 完成及时性 7

产出成本（9分） 实际产出成本 9

项目效果

（15 分）

社会效益指标

（3分）

提高培训学员业务水平 1

乡村医生补助水平不断提高 1

受援乡镇卫生院能够独立诊断和

治疗病种数量较上一年度增加
1

经济效益指标

（2分）

乡村医生月收入在基本工资上提

高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2分）

稳定乡村队伍 1

二级医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

目持续实施
1

满意度指标

（8分）

参培学员满意度 2

乡村医生满意度 2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满意度 2

受援乡镇卫生院满意度 2

合计 100

在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首先确定总目标，根据权

数逐级确定至三级指标的标准值，再分解至每项考查内容。

每项考查内容依据实际考查结果评定，其中指标完成值由考

评人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予以评定，指标完成值按照预

期指标值评定，根据指标完成值确定指标完成情况。

通过对绩效评价方法的综合运用，评价人员对获取的各

类数据进行汇总、分类和分析。对于量化指标，进行量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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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得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量化结果；对于定性指标，则

通过调查问卷、组织会谈、项目组讨论等方法，对财政支出

的效果进行定性评价。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则一票否决：

（1）在稽核、检查中发现项目实施、 资金管理等方面

存在重大问题。

（2）项目实施进度非因不可抗力因素严重滞后。

（3）弄虚作假。

3、绩效评价方法

为完成本次以结果为导向的自治区卫健委 2021 年医疗

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绩效

评价任务，评价组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采取的评价方法包括

但不局限于：比较法、文献法、综合指数评价法、公众评判

法。详细方法应用如下：

（1）比较法：通过梳理该项目实施方案和实际完成情

况以及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比较，评价产出指标的完成

情况，综合分析项目实施后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产生的效

益效果。

（2）文献法：通过查阅梳理本项目的政策文件，研读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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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5〕159号) 《转发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教育厅、财政厅、党委编办关于举办第二轮

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

〔2018〕42 号) 《关于下达 2021 年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

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 》（新卫科教发

〔2021〕2号）等相关文件，评价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及立

项程序规范性；通过检查项目申报书、项目预算、实施方案，

项目合同书等文件，评价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资金分配

的合理性；研读《关于印发 2021 年财政项目资金实施方案

的通知》（新卫财务函〔2021〕17号）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教〔2020〕

7号）文件及各项目执行单位的具体管理办法，结合检查财

务凭证，项目其他相关佐证资料，评价资金到位、预算执行

率、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管理制度健全性、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产出和效益。

（3）综合指数评价法：是指把各项绩效指标的实际水

平，对照评价标准值，分别计算各项指标评价得分，再按照

设定的各项指标权数计算出综合评价得分，分析评价绩效目

标实现情况的评价方法。

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中的指标框架，细化绩效评价三级指标，根据设定的指

标，对照评价标准，给出指标得分，在按照指标设定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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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项目综合得分，确定评价等级。

（4）公众评判法：采用问卷调查，通过二维码和网址

链接进行发放，针对参培学员对项目培训效果的满意程度、

乡村医生对收入补助的满意程度、下派医疗卫生人员对项目

实施的满意度、受援乡镇卫生院对项目持续实施的满意度等

4方面满意度，按照权重计算服务对象满意度。

本次绩效评价现场踏勘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按照“踏

勘地点（州级）覆盖不低于 30%，资金量涵盖不低于 60%”

的原则，进行现场踏勘地点选取，制定踏勘计划进行现场踏

勘。

4、评价标准

本项目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对于定量指标，采用

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

价标准，对比分析项目产出、效益的完成情况。结合设定的

评分标准，通过公式计算具体得分。对于定性指标，通过访

谈方式、查看项目资料，采集相关数据，评价指标的完成情

况。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评价准备阶段

（1）2022年 6月 30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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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伙）新疆分所接受自治区财政厅委托作为专业第三方绩

效评价机构, 组建由 1 名主评人和 9 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绩

效评价工作小组，按《关于印发<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

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监〔2021〕4 号）相关

要求及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开展工作。明确项目组成员的职责

及分工，并对全体参与人员进行培训。

评价小组人员名单及分工

项目分组 姓名 成员职责

项目总负责 蒋艳艳 统一负责部署和管理绩效考核工作

项目质控 杨敏 制定评价方案、非现场评价及报告二级复核

项目质控 脱辉 报告三级复核、质控独立性复核

一组组长 乔惠玲

1.项目主评人、撰写报告、以及报告一级复

核；

2.人才培养项目资料现场审核；

3.二级以上医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负

责人、项目资料收集、审核、整理分析、现

场及非现场评价；

4.实地踏勘：喀什地区。

一组组员 覃琳惠

1.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项目资料收集、审

核、整理分析、现场及非现场评价；

2.实地踏勘：喀什地区。

二组组长 王艳花 实地踏勘：阿克苏地区，负责各项目资料收

集、审核、整理分析、现场及非现场评价。二组组员 王海伦

三组组长 马艳

乡村医生项目负责人、乡村医生资料收集、

审核、整理分析、现场及非现场评价。实地

踏勘：和田地区

三组组员 万托

乡村医生资料收集、审核、整理分析；克州

二级以上医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资料

收集、现场及非现场评价。实地踏勘：和田

地区

四组 张兵兵 负责调查问卷的设计、回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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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确定评价重点、评价方

法、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流程，工作进度；明确评价风险识别

及应对措施，细化评价人员具体分工及措施保障等事项。

（3）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确定评分方法及评分标

准。评价工作组在初步了解项目实施情况的前提下，完成项

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确定评分标准，并及时反馈项

目单位征求意见或建议。根据项目单位反馈意见或建议，调

整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评价实施阶段

（1）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绩效评价工作部署和要求，2022

年 7月 8日，评价工作组与自治区卫健委相关项目负责人对

接，提交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资料清单，并沟通确定后续

评价工作开展及时间节点安排。

（2）2022年 7月 9 日-2022年 7月 20日，评价工作组

分别前往自治区卫健委和自治区级、市级 15 家医院查阅相

关文件政策、会计凭证等资料、收集项目资金支出情况、项

目完成情况及项目成本构成等数据资料，并对收集的资料进

行现场审核；根据项目资料收集情况，通过微信、电话与项

目实施单位沟通，要求实施单位补充完善项目资料。

（3）2022年 7月 25日-2022年 8月 7日，评价工作组

分别前往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进行实地抽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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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年 8月 8 日-2022年 8月 25日，评价工作组

对所有项目资料进行梳理，汇总项目数据，根据资料审核结

果，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对项目绩效情况进行评

价打分，形成初步评价结论。

（5）在现场踏勘的同时，通过二维码和网址链接的形

式对自治区本级医疗机构、南疆四地州发放 1779 份满意度

调查问卷，有效问卷 1727份，有效率 97%。

3、评价总结阶段

（1）撰写绩效评价报告。评价工作组根据绩效评价的

原理，对收集的数据汇总和分析，同时结合评价过程和汇总

分析意见，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并提交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

区卫健委征求意见。

（2）修改和完善绩效评价报告。评价工作组根据反馈

意见修改和完善绩效评价报告。

（3）提交正式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完善后，正式提交

自治区财政厅。

（4）绩效评价资料归档。绩效评价工作结束后，按照

资料归档要求，整理相关工作底稿并完成归档工作。

4、绩效评价资料获取情况

（1）现场抽样情况：本次绩效评价数据及佐证资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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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自治区卫健委、地（州、市）、县（市）卫健委、地

方财政部门、自治区级及地（州、市）、县（市）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的项目主承担部门、项目执行部门提

供。现场踏勘抽样比例为 30%，资金量涵盖 60%，涉及自治

区卫健委本级、自治区级、市级 15家医院及阿克苏、喀什、

和田 3个地区。评价组对被抽样单位进行实地踏勘，了解项

目的具体实施情况，核实项目的有关信息和事实，核验项目

相关数据及佐证。通过对自治区卫健委、各地（州、市）、

县（市）卫健委及项目实施单位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和

评估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发现项目实施和管理中的

问题，进而提出合理性建议。

（2）非现场收集资料：电话联系各级项目负责人，发

放资料清单并与之沟通，通过微信、邮箱、邮寄等方式获取

项目相关资料，核实项目的有关信息和事实，核验项目相关

数据及佐证。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文件，绩效评价总分设置为 100分，划分为四档：90（含）

-100 分为优，80（含）- 90分为良，60（含）- 80分为中，

60分以下为差。

经绩效评价工作组综合分析评价，该项目得分 84.7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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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项目决策得分 13分，项目过程得分 14分，项目产出得

分 45.21分，项目效益得分 12.5分，绩效等级评定为“良”。

绩效评价结果表明，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项目补助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整体情况

基本良好。该项目的实施，促进了乡村医生队伍的稳定，逐

步建立了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的长效机制，对我区卫生健康

队伍能力的提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项目基本实现了预定的

绩效目标。因跨年项目及疫情原因，部分年度指标尚未达到

预期指标值。整体绩效评价评分情况见下表：

整体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分值 得分率

项目决策 14 13 92.86%

项目过程 20 14 70.00%

项目产出 51 45.21 88.65%

项目效益 15 12.5 83.33%

合计 100 84.71 84.71%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评价指标权重分值共计 14 分，根据评分标准

得分 13分，失分 1分，得分率 92.86%，具体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权重 得分 失分 得分率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

分性
充分 2 2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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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决策

（14 分）

（4分） 立项程序规

范性
规范 2 2 0 100.00%

绩效目标

（4分）

绩效目标合

理性
合理 2 2 0 100.00%

绩效目标明

确性
明确 2 1 1 50.00%

资金投入

（6分）

预算编制科

学性
科学 3 3 0 100.00%

资金分配合

理性
合理 3 3 0 100.00%

合计 14 13 1 92.86%

1、项目立项

（1）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经查证，该项目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5〕159号) 《转发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教育厅、财政厅、党委编办关于举办第二轮

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

〔2018〕42 号) 《关于下达 2021 年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

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 》（新卫科教发

〔2021〕2号）《关于印发自治区 2020年面向南疆四地州定

向培养乡村医生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卫科教发〔2020〕4号)

《关于印发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新卫科教发〔2018〕13号) 《关于印发紧缺

人才培训项目和县级医院骨干专科医师培训项目实施方案

(2020年版)的通知》(国卫科教教育便函〔2020〕226号)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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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自治区卫生计生委青年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 》（新卫科教发〔2017〕24号）

等文件进行决策，决策符合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和资金管理办

法。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

政策。

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根据《预算法》，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国

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中关于“地方的财政事权由

地方承担支出责任”的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该指标满分为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失分 0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

经查证《关于印发 2021 年财政项目资金实施方案的通

知》（新卫财务函〔2021〕17号）《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教〔2020〕7号）

等文件显示，该项目按照《2021年自治区乡村医生财政补助

资金实施方案》《2021年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

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1 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对

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实施方案》有关要求，按照资金分配

计划确定的资金使用方案和项目申报书；经核实相关程序申

请设立符合要求，下达预算指标的同时绩效目标明确，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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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经抽查，自治区卫健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自治区医疗卫生领

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改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19〕

1号）《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新财规〔2020〕7号）精神，自治区卫健委高度重

视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不断提升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加

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断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

求，提高群众健康素质，结合项目实施方案，经研究和协商设

立的。该项目中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绩效

评估、集体决策，得 1分。

该指标满分为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失分 0分

2、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

①自治区卫健委提供了《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

目标表》以及各子项目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②各子项目的申报书、实施方案已经专家评审、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审核，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

业绩水平。

③各执行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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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实施方案、预算通知书、项目自评表或项目自评报告等

资料，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

④绩效目标总任务为各执行单位计划完成的绩效目标

合计，目标任务与计划数相对应。

该指标满分为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失分 0分。

（2）绩效目标明确性

经查证，该项目的《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

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的设立基本合理、

可行。项目绩效目标表设置了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两大类。

共性指标下设决策与过程 2个一级指标，其中：项目决策下

设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 3个二级指标；项目过程

下设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 2个二级指标。个性指标下设产出

和效益 2个一级指标，其中：产出指标下设数量、质量、时

效 3个二级指标；效益指标下设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

意度 3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共 41个，其中量化指标 36个，

指标量化率为 87.80%，项目绩效目标已细化分解，具体绩效

指标清晰、可衡量，设置基本合理、可行，与项目目标任务

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 1分。

但是，对于绩效目标产出成本中 5个指标值的设定，评

价组认为不甚合理，如：2021年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

缺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成本≤90万元，该项目 2021 年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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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下拨数为 90 万元，若实际成本支出小于下拨资金则该项

不扣分，但从预算资金执行率来看则应扣分，评价结果相矛

盾。因此，评价组在对此项成本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时，主要考虑项目的执行率，若成本支出低于目标值则扣 0.5

分。

经查证，自治区卫健委项目绩效目标表中项目资金栏数

据均为“空白”，《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

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资金项目资金分配表》中合计金

额为 14108万元，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未与工作

任务相匹配 ，扣 0.5分。

该指标满分为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分，扣分 1分。

3、资金投入

（1）预算编制科学性

经查证资料分析，该项目绩效目标总任务为各子项目计

划完成的绩效目标合计。绩效目标编制时对于延续性项目需

以 2020 年项目执行情况及项目自评报告为基础，对于新增

项目需以事前绩效评估报告为基础，同时还需符合相关政策

依据。

根据自治区卫健委《关于印发 2021 年财政项目资金实

施方案的通知》（新卫财务函〔2021〕17号）《关于印发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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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号），该项目预算的编制有依据且与项目内容及工

作任务相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

该指标满分为 3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医疗

服务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新财社〔2020〕283号）《关于拨付 2021年自治区医疗

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第二

批）的通知》（新财社〔2021〕160号）《关于印发 2021年财

政项目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卫财务函〔2021〕17号）

文件规定，各地财政局、卫生健康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印发地

区、县级预算通知书、实施方案等统筹安排，并在规定时限

内下达资金。

该指标满分为 3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失分 0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评价指标权重分值共计 20 分，根据评分标准

得分 14分，失分 6分，得分率 70%，具体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权重 得分 失分 得分率

项目过程

（20 分）

资金管理

（10 分）

资金到位率 100% 3 3 0 100.00%

预算执行率 100% 3 1 2 33.33%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4 3 1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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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10 分）

实施方案的

制定和执行

制定和

执行
4 2 2 50.00%

管理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3 0 100.00%

制度执行有

效性
有效 3 2 1 66.67%

合计 20 14 6 70.00%

1、 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到位率 100%得 3分，到位率≥90%得 2分，到位率≥80%

得 1分，低于 80%的不得分。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自治区医疗

服务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新财社〔2020〕283号）文件，下达项目补助资金 13542

万元、《关于拨付 2021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

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新财社〔2021〕

160号）文件，下达项目补助资金 566万元。已全部分配至

自治区本级预算管理单位及各地区、县级预算管理单位。该

项目财政预算资金 14108万元，到位资金 14108万元，资金

到位及时，到位率 100%。

该指标满分为 3，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失分 0分。

（2）预算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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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执行率 100%得 3分，执行率≥90%得 2.5分，执行率≥

80%得 2分，执行率≥70%得 1.5分，执行率≥60%得 1分，

低于 60%的不得分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实际到位 14108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 11433.2万元，预算执行率：（11433.2÷14108）

×100%=81.04%；执行率≥80%，得 1分。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该项目预算资金 14108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 14108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1433.2万元，预

算执行率 81.04%，其中：

①2021 年自治区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预算批复

资金 11594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1594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0031万元，预算执行率 86.52%。

②2021 年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

目预算批复资金 192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920万元，实际

支出资金 1109.9万元，预算执行率 57.81%，执行率低于 60%。

③2021 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

卫生院补助资金项目预算批复资金 594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594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292.3万元，预算执行率 49.21%，

执行率低于 60%。

该指标满分为 3，根据评分标准得 1分，失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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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财政直接支付申请书、财政直接支付凭证、付款申

请书、记账凭证、各乡镇资金支出审批表、会议纪要、银行

支付凭证、采购合同等相关资料，经查证，该项目有关专项

资金的支出和使用基本合规。

但该项目资金使用也存在下列问题：

①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资金支出相关资料，经抽查部

分项目单位资金支出凭证，发现新疆医科大学在自治区面向

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中获得 713.3万元补

助资金，其中 540.2万元用于发放在职员工及其他绩效津贴；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共计获得 262.6 万元补助资金，其

中 192.6万元用于学校工程改造维修等支出，补助资金使用

可能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

②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人民医院收到财政下拨对口支援

乡镇卫生院补助资金 12万元，其中 6.16万元用于支付 2021

年 1-8月 35名医护人员下派 5个乡镇卫生院的生活补助，资

金使用错误。

③根据喀什地区泽普县人民医院提供对口支援乡镇卫

生院支付凭证发现，2021年 6月人民医院将 6万元以补贴款

形式发给支援 6 个乡镇卫生院的 14 人，经核实，该项目资

金与喀什地区“千医下千村”项目资金混淆、划分不清，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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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理解未完全理解，致使资金使用错误。

上述问题根据评价标准及评分分值规定，扣 1分。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失分1分。

2、组织实施

（1）实施方案的制定和执行

经查证，自治区卫健委及各地（州、县）、（市）卫健委

该项目组织部门及实施单位自上而下制定了较为细化、完整、

可行的实施方案，未见调整。经审核，项目实施中存在下列

问题：

①根据提供资料及现场查验结果：卫生健康人才培养项

目在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与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中由于实施方案没有明确

细化资金使用用途，从而导致实施单位在执行时出现偏差，

予以扣 1分。

②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未按实施方案执行，予以扣

1分。明细如下：

a.未严格执行实施方案，派驻支援对口乡镇卫生院人员

有变动时，未见调整方案。如：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人民医院计划派 6人支援 2个乡镇卫

生院，实际派 8人；县中医院计划派 3人支援 1个乡镇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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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实际派 4，合计派 12人。此外阿克区新和县、柯坪县、

乌什县及克州阿图什市存在同样类似问题。

b. 未及时向支援人员发放生活补助资金。如：如阿克苏

地区库车市、温宿县；喀什地区喀什市、疏勒县；和田地区

策勒县。

c.项目未实施。如：喀什地区塔县因疫情防控、人员紧

张等原因未下派支援人员，项目未实施。

d.未向被支援乡镇卫生院下派援人员。2021 年 12 月底

资金被财政收回，如：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克州乌恰县。

该指标满分为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失分 2分。

（2）管理制度健全性

根据自治区卫健委、各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资料以及现场

查验情况，2021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建设）项目各资金使用单位均已根据《关于印发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0〕

7号）相关要求制定了与项目相关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制度制定合法、合规、完整。

该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失分 0分。

（3）制度执行有效性

根据自治区卫健委、各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资料以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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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该项目的实施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关

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财规〔2020〕7号）等相关规定；项目实施单位能够遵

照相关规章制度要求执行项目，并于 5 月、8 月上报项目支

出绩效监控情况表，自治区卫健委以此对各项目执行单位进

行绩效监控。但是，该项目也存在绩效评价机制不够建全，

全面绩效管理过程缺乏的问题。如：绩效监控结果缺乏审核

机制，各级对口部门单位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数据与实际

不符，扣 1分。

该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失分 1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评价指标权重分值共计 51 分，根据评分标准

得分 45.21分，失分 5.79分，得分率 88.65%，具体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权重 得分 失分 得分率

项目产出

（51 分）

产出数量

（20 分）

实际完成

（20 分）

1.自治区第二

轮农牧区高中

起点专科层次

医学教育培养

人数=1240 人

2 2 0 100.00%

2.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立项数

=80 项

2 2 0 100.00%

3.自治区基层

医疗机构紧缺

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培养人数

=60 人

2 2 0 100.00%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 JONTEN CPAS XJ

43

项目产出

产出数量 实际完成

4.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师资

培训项目培训

人数=700 人

2 2 0 100.00%

5.健康扶贫乡

村医生定向培

养项目培养人

数=2111 人

2 2 0 100.00%

6.补助阿克苏

地区柯坪县、

乌什县，克州、

喀什地区、和

田地区取得乡

村医生证书乡

村医生人数≥

11800 人

2 1.7 0.3 85.00%

7.补助阿克苏

地区阿瓦提县

取得乡村医生

证书乡村医生

人数≥274 人

2 2 0 100.00%

8.补助已取得

执业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格的

乡村医生人数

≥943 人

2 1.98 0.02 99.00%

9.支援乡镇卫

生院个数 99

所

2 1.84 0.16 92.00%

10.下派医疗

卫生人员数

297 人

2 1.76 0.24 88.00%

产出质量

（15分）

质量达标

率

1.培养计划完

成率≥85%
3 3 0 100.00%

2.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验收通

过率≥80%

3 1.5 1.5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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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乡村医生补

助发放准确率

100%

3 2.85 0.15 95.00%

4.入出院诊断

符合率 100%
2 2.74 0.26 91.33%

5.下派医疗卫

生人员覆盖率

100%

2 2.66 0.34 88.67%

产出时效

（7分）

完成及时

性

1.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

育培养周期=3

年

1 1 0 100.00%

2.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实施周

期=1 年

1 1 0 100.00%

3.自治区基层

医疗机构紧缺

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培养周期

=1 年

1 1 0 100.00%

4.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师资

培训项目培训

周期=7 天

1 1 0 100.00%

5.健康扶贫乡

村医生定向培

养项目培养周

期=3 年

1 1 0 100.00%

6.每月拨付乡

村医生补助金

及时率 100%

1 1 0 100.00%

7.发放下派医

疗卫生人员补

助及时率100%

1 0.73 0.27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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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产出成

本（9分）

实际产出

成本

1.2021年自治

区卫生与健康

适宜技术推广

及农牧区在职

卫生技术人员

培训项目成本

≤266.6 万元

1 0 1 0.00%

2.2021年目治

区面向农牧区

高中起点专科

层次医学教育

项目成本≤

1191.3 万元

1 1 0 100.00%

3.2021年自治

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紧缺专

业人才培养项

目成本≤90万

元

1 0.28 0.72 28.00%

4.2021年健康

扶贫乡村医生

定向培养项目

成本≤260 万

元

0.5 0.5 0.5 50.00%

5.2021年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

训师资培训项

目成本≤112

万元

1 0.65 0.35 65.00%

6.阿克苏地区

柯坪县、乌什

县、克州、喀

什地区、和田

地区有乡村医

生执业资格证

书的自治区财

政每月补助标

准=720元／人

／月

1 0.97 0.03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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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产出成本
实际产出

成本

7.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有乡

村医生执业资

格证书的乡村

医生自治区财

政每月补助标

准=400元／人

／月

1 1 0 100.00%

8.全区有执业

助理医师及以

上资格证书的

乡村医生自治

区财政每月补

助标准=1120

元／人／月

1 0.99 0.01 99.00%

9.发放下派医

疗卫生人员补

助资金数

=20000 元/人

1 0.56 0.44 56.00%

合计 51 45.21 5.79 88.65%

1、产出数量

（1）该项目产出数量绩效目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分析如

下：

①自治区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培

养人数年度指标值为 1240人，实际完成值为 1556人（其中：

新疆医科大学 2019-2021实际招生人数为 968人、阿克苏职

业技术学校 2019-2021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140人、新疆维吾

尔医学专科学校 2020 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300 人、昌吉州职

业技术学校 2020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148人），超出预期设定

目标，得 2分，得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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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立项数年度指标值为 80 项，根据

《关于公布 2021 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评

审结果的通知》（新卫科教函〔2021〕6号）文件，实际完成

值为 80项，得 2分，得分率 100%。

③自治区基层医疗机构紧缺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培养人

数年度指标值为 60 人，实际完成值为 153 人，为自治区卫

健委本级举办了两期培训班。超出预期设定目标，得 2分，

得分率 100%。

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目培训人数年度指

标值为 700人，实际完成值为 1259人，超出预期设定目标。

由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乌鲁

木齐市儿童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自治区人民医院、乌

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

承办，参与培训人员经结业考核后，在继续教育系统内获得

学分。由于疫情原因部分培训转为线上培训，因此实际完成

人数较大，得 2分，得分率 100%。

⑤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培养人数年度指标

值为 2111人，实际完成值为 2261人（在实际招生情况中和

田有追加招生计划 70 人，因此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实

际招生人数为 467人，其中退学 3人、阿克苏职业技术学校

2019-2021 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543 人、昌吉州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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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494 人、喀什卫生学校

2019-2020 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387 人、巴州卫生学校

2019-2020 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284 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职业技术学校 2021 年实际招生人数为 86 人），超出预期设

定目标，得 2分，得分率 100%。

⑥补助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乌什县，克州、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取得乡村医生证书乡村医生人数年度指标值为≥

11800 人，实际完成值为 10047 人，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

指标值*权重，即得分=10047/11800*2=1.7分，得分率 85.14%，

低于预期设定目标，予以扣 0.3分。

⑦补助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取得乡村医生证书乡村医

生人数年度指标值为≥274 人，实际完成值为 274 人，得 2

分，得分率 100%。

⑧补助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的乡村医生人

数年度指标值为≥943人，实际完成值为 932人，得分=实际

完成值/年度指标值*权重，即得分=932/ 943*2=1.98分，得分

率 98.83%，低于预期设定目标，予以扣 0.02分。

⑨支援乡镇卫生院个数年度指标值为 99 所，实际完成

值为 91所，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值*权重，即得分=91/

99*2=1.84分，得分率为 91.91%，低于预期设定目标，予以

扣分 0.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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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数年度指标值为 297人，实际完成

值为 263人，得分=263/ 297*2=1.76分，得分率 88.22%，完

成度略低，予以扣分 0.24分。

该指标满分为 2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9.28 分，失分

0.72分。

2、产出质量

该项目产出质量绩效目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①该项目培养计划完成后对学员进行结业考核，考核合

格方能取得相应学分或取得毕业证书，培养计划完成率年度

指标值为≥85%，实际完成值达到 90%，超出预期设定目标，

得 3分，得分率 100%。

②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通过率年度指标值为≥80% ，

实际完成值为 0 。该项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价标准及评

分分值规定，验收通过率≥85%，得 3分；验收通过率≥80%，

得 2分；验收通过率≥75%，得 1分；验收通过率 70%以下，

不得分。经查证，项目实施单位已组织自验并完成对参加培

训人员的考核。因受疫情影响，自治区卫健委对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验收推迟。结合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予以扣分 1.5分，

得分 1.5分，得分率 50%。

③乡村医生补助发放准确率年度指标值为 100%，依据

各地区、县级及各乡镇执行单位提供的项目资金汇总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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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凭证、乡村医生名单等资料。经审核，乡村医生补助项

目实际执行中存在部分县市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发放不

精准的情况，合计 529人。计算过程为:

乡村医生人数-无资格证人数=有资格证人数

10576-529=10047人，

有资格证人数/乡村医生人数*100%=准确率

10047/10576*100%=95%，

有资格证人数/乡村医生人数*权重=得分

10047/10576*3=2.85分，得分率 95%。

④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年度指标值为 100%，依据各地区

卫健委项目支出自评表数据（阿克苏地区卫健委 100%、克

州卫健委 85%、喀什地区卫健委 95%、和田地区卫健委 85%）

及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各县级医院）提供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表、工作总结、自评报告等证明资料，得出入出院诊断

符合率为 91.25%，未达预期目标值，予以扣分 0.26 分。计

算过程为：

（阿克苏地区卫健委实际+克州卫健委+喀什地区卫健

委+和田地区卫健委）入出院诊断符合率/4=平均符合率，

（100%+85%+95%+85%）/4=91.25%，

权重*平均符合率=得分，3*91.25%=2.74 分，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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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3%。

⑤下派医疗卫生人员覆盖率年度指标值为 100%，依据

自治区卫健委 2021 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

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实施方案，在我区 4 个地（州）所辖 33

县（市）的 99 所乡镇卫生院开展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

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项目地、县二级以上医疗机卫生构

按 3人 1支医疗队进行组派，每支医疗队对口支援 1 所乡镇

卫生院，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数年度指标值为 297人，实际完

成值 263 人，覆盖率为 88.55%，未达预期目标值，予以扣

0.34分。计算过程为：

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值*100%=覆盖率

263/297*100%=88.55%，

权重*覆盖率=得分，3*88.55%=2.66分，得分率 88.67%，

该指标满分为 15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2.75 分，失分

2.25分。

3、产出时效

该项目完成及时性绩效目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①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培养周期年度指标值为 3年，

依据培养招生计划通知、项目实施方案、定向就业协议 书、

支出凭证、自评表等资料，项目实施周期 3年，予以赋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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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分率 100%。

②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实施周期年度指标值为 1年，依据

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合同书、项目完结报告、自评表等资料

项目实施周期 1年，予以赋分 1分，得分率 100%

③自治区基层医疗机构紧缺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培养周

期年度指标值为 1年，依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合同书、项

目完结报告、自评表等资料，项目培养周期 1年，予以赋分

1分，得分率 100%。

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目培训周期年度指

标值为 7天，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培训课件、学员签到统计

表、答题卷、满意度调整问卷及汇总表、支出凭证、自评表

等资料，项目培训周期，予以赋分 1 分，得分率 100%⑤健

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培养周期年度指标值为 3年，

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定向就业协议书、支出凭证、自评表等

资料，项目培养周期 1年，予以赋分 1分，得分率 100%。

⑥每月拨付乡村医生补助金及时率年度指标值为100%，

实际完成值 100%，予以赋分 1分，得分率 100%。

⑦发放下派医疗卫生人员补助及时率年度值为 100%，

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涉及南疆 4

地州，共计 33 个县、市（以查证，各地发放政策不统一，

部分按月度、季度发放，部分按项目结束后绩效考核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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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抽查中发现其中 9个县市尚未发放 2021年补助资金，

未发放率为 27.27%，故扣分 0.27分。计算过程为：

未发放县、市/计划县、市*100%=未及时发放率

9/33*100%=27.27%，

权重-权重*未及时发放率=得分， 1-1*27.27%=0.73分。

该指标满分为 7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6.73分，失分 0.27

分。

4、产出成本

（1）该项目产出成本绩效目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分析如

下：

①2021 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及农牧区在

职卫生技术人员培训项目成本年度指标值为≤266.6 万元；

经审核，该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1 年 7 月 10 日-2022 年 6 月

30日，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实际支出培训成本为

106万元。因疫情影响，个别项目未实施。另因该项目年度

指标值中资金数填错（财政下拨资金为 254.5万元），且项目

名称有误（正确为 2021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

予以扣分，失分 1分。

②2021 年目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

育项目成本年度指标值为≤1191.3 万元，实际完成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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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3万元，得分 1分，得分率 100%。

③2021 年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联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成本年度指标值为≤90 万元；实际完成值 25.2 万元，

完成率为 28%。经查证，因疫情原因，尚有 5期培训班未完

成培训，因此扣 0.72分。

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值*权重=得分，25.2/90*1=0.28分，

得分率 28%。

④2021 年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成本年度指

标值为≤260 万元，实际完成值为 236.2 万元，该项目财政

下拨资金 236.2万元，故未扣分，得 1分，得分率 100%。

⑤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目成本年度

指标值为≤112万元，截止 2021年底实际培训成本为 73 万

元，完成率为 65.18%。受疫情影响，部分实施单位的培训计

划于 2022 年完成，截止评价日，仍有个别项目未完成。故

扣 0.35分。分值计算过程为：

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值*权重=得分，73/112*1=0.65分，

得分率 65.18%。

⑥阿克苏地区柯坪县、乌什县、克州、喀什地区、和田

地区有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证书的自治区财政每月补助标准

年度指标值为 720元／人／月，依据明细账、支出凭证等资

料，实际完成值为 700 元/人/月，低于预期设定目标，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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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分。分值计算过程为：

实际补助金额/补助人数/12 月*10000元=实际每人每月

补助金额（实际完成值）

8664万元/10302人/12月*10000元=700元，

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值*权重=得分，700/720*1=0.97分，

得分率 97.22%。

⑦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有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证书的乡

村医生自治区财政每月补助标准年度指标值为 400元／人／

月，依据明细账、支出凭证等资料，实际完成值为 400元／

人／月，得分 1分，得分率 100%。计算过程为：

实际补助金额/补助人数/12 月*10000元=实际每人每月

补助金额

131.5万元/274人/12月*10000元=400元

⑧全区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的乡村医生自

治区财政每月补助标准年度指标值为 1120元／人／月，依据

明细账、支出凭证等资料，实际完成值为 1105元/人/月，低

于预期设定目标，扣分 0.01分。分值计算过程为：

实际补助金额/补助人数/12 月*10000元=实际每人每月

补助金额（实际完成值）

1235.5万元/932人/12月*10000元=11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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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值*权重=得分，1105/1120=0.99分，

得分率 98.66%。

⑨发放下派医疗卫生人员补助资金数年度指标值为

20000元/人，依据明细账、支出凭证等资料，实际完成值为

15132元/人，低于预期设定目标，扣分 0.44分。分值计算过

程为：

实际补助金额/补助人数/12 月*10000元=实际每人每月

补助金额（实际完成值）

2021 年预算执行总额/实际下派人数*10000 元=实际每

人补助金额（实际完成值）

292.1万元/263人*10000元=11106元/人

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值*权重=得分，11106/20000=0.56

分，得分率 55.53%。

该指标满分为 9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6.45分，扣分 2.55

分。

（四）项目效果情况

该项目效益评价指标权重分值共计15分，根据评分标准

得分12.5分，失分2.5分，得分率83.33%，具体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权重 得分 失分 得分率

项目效果

（15 分）

社会效益

指标（3

提高培训学员业

务水平

大幅度提

高
1 1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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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乡村医生补助水

平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1 1 0 100.00%

受援乡镇卫生院

能够独立诊断和

治疗病种数量较

上一年度增加

增加 1 1 0 100.00%

经济效益

指标（2

分）

乡村医生月收入

在基本工资上提

高

≥800 元 2 1 1 50.00%

可持续影

响指标（2

分）

稳定乡村队伍 中长期 1 1 0 100.00%

二级医院对口支

援乡镇卫生院项

目持续实施

中长期 1 1 0 100.00%

满意度指

标（8分）

参培学员满意度 ≥90% 2 2 0 100.00%

乡村医生满意度 ≥85% 2 2 0 100.00%

下派医疗卫生人

员满意度
≥85% 2 1.5 0.5 75.00%

受援乡镇卫生院

满意度
≥85% 2 1 1 50.00%

合计 5 12.5 2.5 83.33%

1、社会效益指标

（1）提高培训学员业务水平

该指标主要针对2021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

广及农牧区在职卫生技术人员培训项目（简称“适宜技术推

广”）、2021年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缺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简称“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及2021年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师资培训项目（简称“住院医师”）。

①2021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罐法技术

在临床操作中的规范化培训，主要针对全区各县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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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和愿意使用该技术的村卫生站医疗人员（中医

和西医）的培训。培训及临床实操内容包含：“金钱豹”拔

罐疗法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火龙罐疗法临床护理中的应

用、平衡火罐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水罐疗法在临床中的

应用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使基层医护人员掌握一些

简便易学、疗效确切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内容实用性

较强。为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真正为改善人民群众的健

康状况，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起到积极作用，基本实

现预期目标。

②为构建一支规范化的高素质住院医师带教师资队伍，

自治区卫健委委托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儿童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自治

区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喀什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等医疗机构承担中医类别、全科、儿科、妇产科、麻醉

专业、精神专业、助理全科等专业的师资培训。针对目前我

区师资队伍总体带教能力薄弱、需求紧张以及无法脱离临床

岗位学习的现状，确定了以脱产与自学相结合、集中教学与

远程教学相结合、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分集

中理论授课、网络自觉授课、规范教程编写、考试考核四个

模块开展滚动式培训。2021年组织师资培训1259人，并取得

自治区住院医师规范化师资培训合格证书。

③紧缺专业人才培养项目自治区卫健委委托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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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层卫生协会开展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缺专业人

才培养(医院感染管理培训)项目，为确保培训质量和实效，

培训模式采取“理论授课+实操训练+现场考核”的培训模

式，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医院感染诊断标准、监测规范解读、

防控策略与目标性监测与实施，医院环境卫生学监测与实

施;发热门诊建设与管理、医院隔离技术规范解读、门急诊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常用消毒技术与消毒卫生标准、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监测与管理、手术室感控与手术部位感

染防控；重点科室管理、穿脱防护用品示教与考核等。2021

年11月起已完成了2期培训斑斑，对所有乌鲁木齐市二级以

上公立机构院感管理专业志（兼）职人员开展培训，共培

训学员153人。

该项目的培训学员均需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合格才能

拿到相应学分，上述表明，通过参加培训学员的业务水平

得到大幅度提高。

该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扣分 0分。

（2）乡村医生补助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各地区、各县级及各乡镇执行单位提供的自评报

告、自评表及财务支付凭证反映，乡村医生补助水平不断

提高，从地域上看，北疆乡村医生补助水平普遍高于南疆

地区乡村医生。

该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扣分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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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援乡镇卫生院能够独立诊断和治疗病种数量较

上一年度增加

根据各地州、各县级及各支援医院执行单位提供的自

评报告、工作总结、自评表等资料反映，该项目的实施对

基层医疗机构业务水平的提升作用较明显，受援乡镇卫生

院能够独立诊断和治疗病种数量较上一年度有所增加。

该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扣分 0分。

2、经济效益指标

（1）乡村医生月收入在基本工资上提高

该项指标实际完成值≥800元，得 5分；500-800元之间

得 3分；300-500元之间得 1分。

经审核，乡村医生月收入在基本工资上提高，年度指标

值为≥800 元，实际完成值为 700 元，完成率为 87.5%，根

据评价标准及评分分值规定，得分 3分。

该指标满分为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扣分 2分。

3、可持续影响指标

（1）稳定乡村队伍

①根据各项目单位自评报告、自评表、工作总结等资料

反映，乡村医生财政资金补助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了乡村医

生补助水平，有效促进了乡村队伍的稳定。乡村医生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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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实施具有中长期可持续性影响。

该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扣分 0分。

（2）二级医院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持续实施

根据各项目单位自评报告、自评表、工作总结等资料反

映，派驻支援人员承担受援卫生院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和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开展临床医技教学培训、规范诊疗制

度以及指导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参与并指导卫生院

管理等工作。二级医疗机构通过开展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

作，提高了乡镇卫生院人员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也逐

步建立了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的长效机制，对二级医院对口

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具有持续推动作用。

该指标满分为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分，扣分 0分。

4、满意度指标

（1）参培学员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是指参培学员对项目培训效果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评分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满意度≥

90%，得 2分；满意度≥80%，得 1.5分；满意度≥70%，得

1分；低于 60分不得分。

本次社会调查以网上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通过二维码和

网址链接进行发放，主要参加问卷调查人员涉及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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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经统计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

研能力建设项目调查问卷设置 4个问题，经过对回收的调查

问卷进行筛查，该项目有效调查问卷为 683份，其中问题四：

您对参加的培训或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否满意？依据满

意度调查结果统计，该项满意人数为 615人，占比 90%。

参培学员满意度年度指标值为≥90%， 实际完成值为

90%。

该指标满分为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扣分 0分。

（2）乡村医生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是指乡村医生对收入补助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评分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满意度≥

85%，得 2分；满意度≥80%，得 1.5分；满意度≥70%，得

1分；低于 60分不得分。乡村医生满意度年度指标值为 85%，

实际完成值为 90%。

本次社会调查以网上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通过二维码和

网址链接进行发放，主要参加问卷调查人员涉及乌鲁木齐、

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经统计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

项目调查问卷共设置 7个问题，经过对回收调查问卷进行筛

查，乡村医生项目的有效调查问卷为 938份，其中问题五：

您对当前乡村医生财政资金补助政策是否满意？依据满意

度调查结果统计，此项满意人数为 875人，占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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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满意度年度指标值为≥85%，实际完成值为

90%。

该指标满分为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扣分 0分。

（3）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是指下派医疗卫生人员对项目实施的满意

度。

满意度指标评分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满意度≥

85%，得 2分；满意度≥80%，得 1.5分；满意度≥70%，得

1分；低于 60分不得分。

本次社会调查以网上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通过二维码和

网址链接进行发放，主要参加问卷调查人员涉及乌鲁木齐、

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经统计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

目调查问卷设置 2大类 11个问题，经过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

行筛查，该项目有效调查问卷为 102份，其中第一部分问题

五：您对下派支援期间各项工作的满意度？依据满意度调查

结果统计，满意人数 83，占比 81%。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满意度年度指标值为 85%，实际完成

值为 81%。

该指标满分为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5 分，扣分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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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援乡镇卫生院满意度

该指标主要是指受援乡镇卫生院对项目持续实施的满

意度。

满意度指标评分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满意度≥

85%，得 2分；满意度≥80%，得 1.5分；满意度≥70%，得

1分；低于 60分不得分。

本次社会调查以网上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通过二维码和

网址链接进行发放，主要参加问卷调查人员涉及乌鲁木齐、

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经统计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

目调查问卷设置 2大类 11个问题，经过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

行筛查，该项目有效调查问卷为 102份，其中第二部分问题

四：您对支援帮扶医院选派人员的满意度？和问题五：您对

支援医疗队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满意度？依据满意度调查

结果统计，此两项满意人数均为 76人，占比均为 75%。

受援乡镇卫生院满意度，年度指标值为 85%，实际完成

值为 75%。

该指标满分为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分，扣分 1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分层管理，制度完善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新疆维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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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卫健委）负责

全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的组织与

领导。项目地（州、县、市）卫健委根据自治区卫健委的项

目实施方案制定本地的项目实施方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成立领导小组，对项目工作开展进行安排部署，管理制度完

善、责任落实到位，跟踪考核机制完善且运行有效，由专人

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监督落实，定期汇总数据上报，对项目

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分析，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资金使

用方面，财务人员严格按照财务支出流程进行审批，由财务

领导进行审核把关，基本做到专款专用。

2、规范开展乡村医生业务培训，全面提升乡村医生执

业水平，提高乡村医生月收入，促进乡村队伍稳定发展

（1）阿勒泰地区组织乡村医生长期坚持参加线上培训学

习及考核活动，各卫生院也通过定期召开例会对村医进行相

关学习和培训，并进行考核，通过组织业务培训、知识讲座

等活动，乡村医生切实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医疗、护理服务

水平，优化了服务态度，稳步提升了医护水平和服务能力。

（2）喀什地区开展地区级乡村医生集中培训。依托喀

什职业技术学院对所有村医分批进行六个月的培训，采取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系统培训。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第一批培训的 400名村医已完成培训回原岗位为广大

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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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昌吉市为进一步加大农村免费订单定向培养力度，

根据乡村医生需求情况，招收免费农村生源，毕业后直接分

配至村卫生室工作。

3、注重师资培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人才交流、

提升科研能力

（1）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协同七家医院分别负责实施承办，各自开展培训聘请专家

名师进行为期 7天的线下或线上的授课活动，通过理论授课、

网络自学授课、规范教案编写、考试考核四个模块开展滚动

式培训并取得自治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合格证

书，提高了规范化培训医师的岗位胜任能力，促进了项目实

施单位加强与全疆各级医院的交流协作，同时还增强人才培

养、医联体和学科建设。

（2）在自治区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教育项目中，

新疆医科大学根据自身平台优势，搭建智能教育体系构建数

字化校园在线教学一体化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管理、在线教

学、线上课程建设、考核评价、在线督导、教学行为分析等

功能，同时引入清华大学“雨课堂”、人卫慕课、外研社“U

校园”等平台，大力开展适应智慧教学不同课型的教学模式

和方法。在实验教学体系中，增加综合性实验占比，提高医

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终

定始，培养一批全科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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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各项目实施单位依照项目实施

方案，制订了适宜的实施策略，集结各科室优秀人才资源，

面向全疆推广有难度、有深度的医学技术，先进的医学思想，

促进了基层医疗单位人才的发展加强了医疗机构之间的交

流，有利于全疆医疗体系质量的提高。

（4）卫生健康青年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让有能

力的优秀青年医生成立各科研小组，实施科研项目的申报，

促进全疆医学科研能力进一步提升，使得新疆医学人才能够

在科研领域站得住、说得上、有实力。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管理方面

（1）个别绩效考核指标或指标值设置不符合项目实际

情况

如：产出数量指标中：青年科技人才项目撰写论文目

标值为≥2篇；产出成本指标中：青年科技人才项目费用目

标值为≤该项目所拨经费。通过对项目实施情况查证发现，

2022 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实施期为 2021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5月 1日，该项目尚在

实施期，大部分经费尚未使用，论文也未发表。因此上述指

标设置作为衡量项目 2021年完成情况不甚合理。

（2）个别绩效考核指标或指标值设置不合理

如：产出成本指标：其中 5个指标值的设定不合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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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及农牧区在职卫生

技术人员培训项目成本-年度指标值设置为≤266.6万元，该

项目 2021年专项资金下拨数为 266.6万元，若实际成本支出

小于下拨资金则该项不扣分，但从预算资金执行率来看则应

扣分，评价结果相矛盾。

又如：产出数量指标中：自治区基层医疗机构紧缺专业

人才培养项目培养人数目标值为 60 人，实际完成值为 153

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项目培训人数目标值为

700人；实际完成值为 1259人。指标设置与实际完成值偏差

较大。

2、 资金管理方面

(1) 部分地区存在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发放精准度

不高的问题

①经审核，2021年乡村医生补助项目实际执行中存在部

分县市发放对象不精准的情况，共 529人。

②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分配方案、预算通知书、财

务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核实，个别县市存在超标准发放财政

补助资金的情况，如：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乡村医生补助预

算人数为 372人，实际完成指标人数为 241人，按照新村医

148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老村医 800元/人/月的标准发放补

助，发放标准高于文件规定的 1120元/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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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分配方案、预算通知书、财

务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核实，个别地区存在低标准发放财政

补助资金的情况，如：哈密地区巴里坤县乡村医生预算人数

4人，实际完成指标人数 7人，按照县级下拨文件标准 959.5

元/人/月发放，发放标准低于文件规定的 1120元/人/月。

④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分配方案、预算通知书、财

务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核实，乡村医生财政资金补助项目实

际支出中包含应由地方配套资金承担的部分，由于预算人数

大于实发人数，多出的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付地方配套资金，

如：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乌什县。

（2）个别项目资金混用、核算不清晰

如：①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人民医院对口支援 2个乡镇卫

生院，援助人数 6 人、预算资金 12 万元，项目执行中，新

和县人民医院将其中 6.2 万元用于发放 2021 年 1-8 月 35 名

下派 5个乡镇卫生院的帮扶补助资金；喀什地区泽普县人民

医院对口支援 2个乡镇卫生院，援助人数 6人、预算资金 12

万元，项目执行中，泽普县人民医院将 6万元发给帮扶 6个

乡镇卫生院的 14人；经核实，该项目与当地“千医下千村”

项目存在共性，实施单位将项目资金混用，支出核算不清晰，

无法区分。

②支付其他年度项目补助资金。自治区卫健委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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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支付第三人民医院住院医师培训补助资金 28万元。经

查证，2021 年 12 月 22 日财记 83 号凭证记录：“第三人民

医院规培干事由于工作失误，2019年漏报 2016年-2018年非

紧缺专业人员 40 人生活补助 32 万元（经费申请），经自治

区卫健委科教处批准，从 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经费中列支 ”。

③财政专项资金通常是按照项目类别下达。经查验项目

实施单位提供的项目支出明细表及相关会计凭证，发现个别

项目实施单位未按项目类别对专项资金进行明细核算。如：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存在将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

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与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

目资金混用的情况，资金支出无法区分。

（3）年末资金结转过大，财政资金效益未及时发挥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该项目结转资金 2674.8万元，

其中：乡村医生结转资金 1563 万元、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结转资金 810.1 万元、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对口乡镇卫生院补助资金项目结转 301.7 万元。造成

资金结转的原因分为正常和非正常，其中正常原因主要有：

因人员流动，预算人数指标与实际完成人数指标存在差

异；部分地区 2021 年度财政资金到位前发放的乡村医生补

助资金由地方财政垫付，导致财政专项资金支出显示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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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资金包含 12 月份应发未发的补助资金；跨期项目造成

资金结转。

评价组认为专项资金根据批复预算下拨，除正常原因产

生的结转外，年末资金结转过大，将会影响财政资金效益的

及时发挥。

3、项目管理方面

（1）实施方案有待进一步完善

经查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

区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关于举办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8〕42

号）文件规定：自治区财政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费用。在补

助期间按照自治区普通高等专科院校临床专业收费标准执

行，学费人均每学年 6500 元，住宿费人均每学年 800 元，

计算机上岗培训费一次性人均 288元。

在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

与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实施方案中，因未明确规

定专项资金使用的具体用途，致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执

行偏差。如：新疆医科大学在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中获得 713.3万元补助资金，其中 540.2

万元用于发放在职员工及其他绩效津贴；新疆维吾尔医学专

科学校在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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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目中共计获得 262.6 万元

补助资金，其中 192.6万元用于学校工程改造维修等。

（2）绩效评价机制不建全，全面绩效管理过程缺乏

该项目绩效监控结果缺乏审核机制，各级对口部门单位

报送的项目资金跟踪反馈表、项目绩效自评表中反映的完成

值基本与年度指标值一致，但与实际多有偏差，表明督导检

查力度不够。此外，该项目由自治区卫健委多个职能部室管

理，项目无整体自评报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中数据填写

不全，项目资金栏均无数据。

（3）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

评价过程中发现，截止评价日，项目资料管理普遍未立

卷归档，不利于今后项目档案的调阅。

六、有关建议

1、绩效管理方面

（1）严格审核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强化科室内部沟通

建议自治区卫健委对各地（州、市）、县（市）开展预

算绩效管理培训，提升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业务能力和水平，

提高认识，重视绩效目标管理。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

协作，加深对项目的了解，以利于今后更合理地制定项目绩

效目标。

强化绩效目标审核。建议各项目主管部门对绩效目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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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质量进行严格把关，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不科学、缺乏

依据的应退回申报部门进行修改、完善，确保绩效目标编制

的完整性，科学性，合理性。

2、资金管理方面

（1）加强预算申报程序管理，提高资金拨付的准确性

建议各项目主管部门加强基础资料申报审核工作，从实

际出发，客观统计相关数据，提高申报资金的准确性，同时，

对补助资金拨付实行预算拨付制，年终决算。从根本上优化

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建议各项目执行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规

章制度的要求，合理使用预算资金，并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

核算的规范性，确保专款专用，不得虚报套取、截留、挪用、

挤占专项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3）提高资金管理能力和水平

建议各级财政部门建立资金管理检查机制，提高资金管

理能力和水平。项目实施单位需提高项目执行率及资金使用

率，各级财政部门对低效、无效项目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

对沉淀项目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并统筹使用。

3、项目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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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项目绩效事中监控机制

建议自治区卫健委、地（州、市）、县（市）卫健委及

各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开展绩效监控，对项目执行中的偏差

及时纠正，对执行缓慢、自筹资金未及时到位的项目进行督

促，注重绩效目标阶段性实现程度，以保障和促进项目绩效

目标的最终实现。

各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预算申报中计划完成的时间进

度开展项目，避免项目延期或执行不到位。如因疫情等客观

因素影响项目进度，积极主动向自治区卫健委上报情况说明，

并提出纠偏措施。

（2）重视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建议自治区卫健委、地（州、市）、县（市）卫健委及

各项目执行单位，应提高绩效自评表各项完成指标填报的真

实性与准确性，认真撰写自评报告，及时总结项目经验与不

足，对于项目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落实逐级审核机制，

避免虚报、瞒报。

（3）加强档案集中统一管理

建议各项目执行单位严格按照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

时收集、整理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定期向本

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防止资料多处存放、资料丢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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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为与自治区财政厅下达补助资金分配表中金额数值保

持一致，本报告中金额数值全部保留一位小数。

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附件 2-1 绩效评价基础表 - 乡村医生

附件 2-2 绩效评价基础表- 人才培养项目

附件 2-3 绩效评价基础表- 二级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

附件 3.现场访谈分析报告

附件 4.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

附件 5. 现场照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新疆分所

主评人（签字）：乔惠玲



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权重 评价标准及评分分值规定 年度指标值 完成值
目标分

值
得分 失分

项目决策
（14分）

项目立项
（4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以及
部门职责，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依据情况

2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
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
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
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
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满足以上4条各得0.5分。

充分 充分 2 2 0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
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立项的规范
情况

2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
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
②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
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满足以上2条各得1分。

规范 规范 2 2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决策
（14分） 绩效目标

（4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客观
实际，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绩效目标
与项目实施的相符
情况

2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
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
值予以体现；
②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
划数相对应。
满足以上2条各得1分。

合理 合理 2 2 0

绩效目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
的绩效指标是否清
晰、细化、可衡量
等，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标的
明细化情况

2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
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
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
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
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
满足以上4条各得0.5分。

明确 较明确 2 1 1

资金投入
（6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
经过科学论证、有
明确标准，资金额
度与年度目标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3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
证，满足得0.5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
配，满足得0.5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
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满足
得1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
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满足得1分。
满足以上4条各得1分。

科学 科学 3 3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决策
（14分）

资金投入
（6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
是否有测算依据，
与补助单位或地方
实际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分配的
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3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
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
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
应。
满足以上条件各得1.5分

合理 合理 3 3 0

项目过程
（20）

资金管理
（10分）

资金到位率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
算资金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考核资金
落实情况对项目实
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
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
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
项目的资金。
到位率100%得3分，到位率≥
90%得2分，到位率≥80%得
1分，低于80%的不得分。

100% 100% 3 3 0

预算执行率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
按照计划执行，用
以反映或考核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
付的资金。
执行率100%得3分，执行率≥
90%得2分，执行率≥80%得
1分，低于80%的不得分

100% 81.04% 3 1 2



绩
效
指
标

项目过程
（20）

资金管理
（10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的财务管
理制度规定，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资
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4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
满足以上条件各得1分。

合规 基本合规 4 3 1

组织实施
（10分）

实施方案的制定和
执行

实施方案或实施计
划是否细化、完整
、可行，以及是否
严格执行实施方案
和计划，实施方案
的执行是否有调
整，调整的合理性

4

①是否已制定实施方案或实施
计划，是否细化、完整、可
行，；
②是否严格执行实施方案和计
划，实施方案的执行是否有调
整，调整的合理性。
满足以上条件各得2分。

制定和执行

实施方案
的细化、
较完整、
可行，方
案的执行
无 调整

4 2 2

管理制度健全性

是否建立项目管理
制度，制度内容是
否全面完整，财务
制度是否健全、执
行是否严格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
法、合规、完整。
满足以上条件各得1.5分。

健全 健全 3 3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过程
（20）

组织实施
（10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核相关
管理制度的有效执
行情况

3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
关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
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
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
归档。
满足以上条件各得1分。

有效 基本有效 3 2 1

项目产出
（51分）

产出数量
（20分）

实际完成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
出数与计划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产出数
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1.自治区第二
轮农牧区高中
起点专科层次
医学教育培养
人数=1240人

1556人 2 2 0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2.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立项数

=80项
80项 2 2 0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3.自治区基层
医疗机构紧缺
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培养人数
=60人

153人 2 2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产出
（51分）

产出数量
（20分）

实际完成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
出数与计划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产出数
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4.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师资
培训项目培训
人数=700人

1259人 2 2 0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5.健康扶贫乡
村医生定向培
养项目培养人
数=2111人

2261人 2 2 0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6.补助阿克苏
地区柯坪县、
乌什县，克州
、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取得
乡村医生证书
乡村医生人数
≥11800人

10302人 2 1.7 0.3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7.补助阿克苏
地区阿瓦提县
取得乡村医生
证书乡村医生
人数≥274人

274人 2 2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产出
（51分）

产出数量
（20分）

实际完成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
出数与计划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产出数
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8.补助已取得
执业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格的
乡村医生人数
≥943人

932人 2 1.98 0.02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9.支援乡镇卫
生院个数99所

91所 2 1.84 0.16

2

满分2分，
1.完成目标值得2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10.下派医疗
卫生人员数
297人

263人 2 1.76 0.24

项目产出

产出质量
（15分）

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
标产出数与实际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产
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3

满分3分，
1.完成目标值得3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1.培养计划完
成率≥85%

90% 3 3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产出

产出质量
（15分）

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
标产出数与实际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产
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3

满分3分，
1.完成目标值得3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2.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验收通
过率≥80%

0 3 1.5 1.5

3

满分3分，
1.完成目标值得3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3.乡村医生补
助发放准确率

100%
95% 3 2.85 0.15

3

满分3分，
1.完成目标值得3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4.入出院诊断
符合率100%

91.5% 3 2.74 0.26

3

满分3分，
1.完成目标值得3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5.下派医疗卫
生人员覆盖率
100%

88.55% 3 2.66 0.34

产出时效
（7分）

完成及时性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完成时间的
比较，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
目标的实现程度

1
满分1分，完成得1分，未完成
不得分。

1.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
育培养周期=3
年

3年 1 1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产出

产出时效
（7分）

完成及时性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完成时间的
比较，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
目标的实现程度

1
满分1分，完成得1分，未完成
不得分。

2.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实施周
期=1年

1年 1 1 0

1
满分1分，完成得1分，未完成
不得分。

3.自治区基层
医疗机构紧缺
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培养周期
=1年

1年 1 1 0

1
满分1分，完成得1分，未完成
不得分。

4.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师资
培训项目培训
周期=7天

7天 1 1 0

1
满分1分，完成得1分，未完成
不得分。

5.健康扶贫乡
村医生定向培
养项目培养周
期=3年

3年 1 1 0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6.每月拨付乡
村医生补助金
及时率100%

100% 1 1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产出

产出时效
（7分）

完成及时性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
与计划完成时间的
比较，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
目标的实现程度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7.发放下派医
疗卫生人员补
助及时率100%

73% 1 0.73 0.27

项目产出
（51分）

产出成本
（9分）

产出成本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
目标的实际节约成
本与计划成本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的成本节约

程度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1.2021年自治
区卫生与健康
适宜技术推广
及农牧区在职
卫生技术人员
培训项目成本
≤266.6万元

106万元 1 0 1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2.2021年目治
区面向农牧区
高中起点专科
层次医学教育
项目成本≤
1191.3万元

1191.3万
元

1 1 0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3.2021年自治
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紧缺专
业人才培养项
目成本≤90万
元

25.2万元 1 0.28 0.72



绩
效
指
标

项目产出
（51分）

产出成本
（9分）

产出成本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
目标的实际节约成
本与计划成本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的成本节约

程度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4.2021年健康
扶贫乡村医生
定向培养项目
成本≤260万
元

260万元 1 1 0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5.2021年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
训师资培训项
目成本≤112
万元

73万元 1 0.65 0.35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6.阿克苏地区
柯坪县、乌什
县、克州、喀
什地区、和田
地区有乡村医
生执业资格证
书的自治区财
政每月补助标
准=720元／人
／月

700元/人
/月

1 0.97 0.03



绩
效
指
标

项目产出
（51分）

产出成本
（9分）

产出成本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
目标的实际节约成
本与计划成本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的成本节约

程度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7.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有乡
村医生执业资
格证书的乡村
医生自治区财
政每月补助标
准=400元／人
／月

400元/人
/月

1 1 0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8.全区有执业
助理医师及以
上资格证书的
乡村医生自治
区财政每月补
助标准=1120
元／人／月

1105元/
人/月

1 0.99 0.01

1

满分1分，
1.完成目标值得1分；
2.未完成，根据完成数量评定
得分；
3.得分=实际完成值/年度指标
值×权重。

9.发放下派医
疗卫生人员补
助资金数
=20000元/人

11106元/
人

1 0.56 0.44

项目效果
（15分）

社会效益
指标

（3分）

提高培训学员业务
水平

该项目的实施是否
提高了学员的培训
水平，是否充分发
挥出该有的社会效
益，促进社会发展

1
根据自评表、自评报告、工作
总结等相关论证资料评定

大幅度提高 大幅提高 1 1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效果
（15分）

社会效益
指标

（3分）

乡村医生补助水平
不断提高

该项目的实施是否
提高了乡村医生的
补助

1
根据自评表、自评报告、工作
总结等相关论证资料评定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1 1 0

受援乡镇卫生院能
够独立诊断和治疗
病种数量较上一年

度增加

乡镇卫生院是否能
够独立诊断和治疗
病种数量，是否较
上一年度增加

1
根据自评表、自评报告、工作
总结等相关论证资料评定

增加 增加 1 1 0

经济效益
指标

（2分）

乡村医生月收入在
基本工资上提高

该项目的实施是否
提高乡村医生月收
入

2
实际完成值≥800元，得2分；
500-800元之间得1分；
300-500元之间得0分。

≥800元 700元 2 1 1

可持续影
响指标（2

分）

稳定乡村队伍
该项目的实施是否
促进了乡村队伍的
稳定

1
根据自评表、自评报告、工作
总结等相关论证资料评定

中长期 中长期 1 1 0

二级医院对口支援
乡镇卫生院项目持

续实施

该项目的实施是否
具有持续推动作用

1
根据自评表、自评报告、工作
总结等相关论证资料评定

中长期 中长期 1 1 0

满意度指
标（8分）

参培学员满意度
参培学员对项目
培训效果的满意
程度

2

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
满意度≥90%，得2分；
满意度≥80%，得1.5分；
满意度≥70%，得1分；
低于60分不得分。

≥90% 90% 2 2 0

乡村医生满意度
乡村医生对收入补
助的满意程度

2

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
满意度≥85%，得2分；
满意度≥80%，得1.5分；
满意度≥70%，得1分；
低于60分不得分。

≥85% 90% 2 2 0



绩
效
指
标

项目效果
（15分）

满意度指
标（8分）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
满意度

下派医疗卫生人员
对项目实施的满意
度

2

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
满意度≥85%，得2分；
满意度≥80%，得1.5分；
满意度≥70%，得1分；
低于60分不得分。

≥85% 81% 2 1.5 0.5

受援乡镇卫生院满
意度

受援乡镇卫生院对
项目持续实施的满
意度

2

根据调查问卷综合分析评定，
满意度≥85%，得2分；
满意度≥80%，得1.5分；
满意度≥70%，得1分；
低于60分不得分。

≥85% 75% 2 1 1

总分 100 100 84.71 15.29



附件2-1

2021年自治区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自治区财政补助的乡村
医生预算人数（名）

县级财政补助的乡村医
生实际人数（名）

自治区财政补助预算经费（万
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到位经费
（万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支出经费
（万元）

结余 备注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
执业
助理
医师
及以
上资
格的
人数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执
业助理
医师及
以上资
格的人

数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13017 12074 943 11508 10576 932 11594 10326.7 1267.3 11594 8173.7 3420.3 10031 8795.4 1235.6 1563 

伊犁州 259 259 259 259 348.1 348.1 348.1 348.1 346.7 346.7 1.4 
1 伊宁市 41 41 39 39 55.1 55.1 52.4 52.4 52.4 52.4 
2 奎屯市 1 1 1.3 1.3 
3 伊宁县 36 36 32 32 48.4 48.4 43 43 43 43 
4 察布查尔县 26 26 25 25 34.9 34.9 33.6 33.6 33.6 33.6 
5 霍城县 28 28 33 33 37.6 37.6 44.4 44.4 44.4 44.4 
6 巩留县 20 20 24 24 26.9 26.9 32.3 32.3 32.3 32.3 
7 新源县 47 47 45 45 63.2 63.2 60.5 60.5 60.5 60.5 
8 昭苏县 11 11 11 11 14.8 14.8 14.8 14.8 13.4 13.4 1.4 
9 特克斯县 21 21 19 19 28.2 28.2 25.5 25.5 25.5 25.5 
10 尼勒克县 24 24 26 26 32.3 32.3 34.9 34.9 34.9 34.9 
11 霍尔果斯市 4 4 5 5 5.4 5.4 6.7 6.7 6.7 6.7 

塔城地区 134 134 134 134 180.1 180.1 180.1 180.1 180.1 180.1 
12 塔城市 30 30 30 30 40.3 40.3 40.3 40.3 40.3 40.3 

13 乌苏市 14 14 20 20 18.8 18.8 26.9 26.9 26.9 26.9 
14 额敏县 12 12 14 14 16.1 16.1 18.8 18.8 18.8 18.8 
15 沙湾县 50 50 49 49 67.2 67.2 65.9 65.9 65.9 65.9 
16 托里县 11 11 8 8 14.8 14.8 10.8 10.8 10.8 10.8 
17 裕民县 11 11 9 9 14.8 14.8 12.1 12.1 12.1 12.1 
18 和布克赛尔县 6 6 4 4 8.1 8.1 5.3 5.3 5.3 5.3 

阿勒泰地区 72 72 72 72 96.8 96.8 96.8 96.8 90.1 90.1 6.7 
19 阿勒泰市 30 30 33 33 40.3 40.3 44.4 44.4 40.5 40.5 3.9 

作者
作者:
自评表：36人，44.35万元

作者
作者:
昭苏县报表：结余1.34万元，为1人辞职；与地区报表数不一致

作者
数据来自绩效评价报告


作者
数据来自绩效监控表


作者
作者:
与提供的花名册中符合资质的人数不一致

作者
数据来自自评报告


作者
数据来自绩效自评表




附件2-1

2021年自治区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自治区财政补助的乡村
医生预算人数（名）

县级财政补助的乡村医
生实际人数（名）

自治区财政补助预算经费（万
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到位经费
（万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支出经费
（万元）

结余 备注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
执业
助理
医师
及以
上资
格的
人数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执
业助理
医师及
以上资
格的人

数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20 布尔津县 17 17 10 10 22.9 22.9 13.4 13.4 13.4 13.4 
21 富蕴县 6 6 11 11 8.1 8.1 14.8 14.8 14.8 14.8 
22 福海县 3 3 1 1 4 4 1.3 1.3 1.3 1.3 
23 哈巴河县 7 7 8 8 9.4 9.4 10.8 10.8 9.4 9.4 1.4 
24 青河县 1 1 1 1 1.3 1.3 1.3 1.3 1.3 1.3 
25 吉木乃县 8 8 8 8 10.8 10.8 10.8 10.8 9.4 9.4 1.4 

博州 108 108 108 108 145.2 145.2 145.2 145.2 145.2 145.2 
26 博乐市 47 47 53 53 63.2 63.2 71.2 71.2 71.2 71.2 
27 精河县 41 41 45 45 55.1 55.1 60.5 60.5 60.5 60.5 
28 温泉县 20 20 10 10 26.9 26.9 13.5 13.5 13.5 13.5 

昌吉州 187 187 183 183 251.3 251.3 251.3 251.3 246 246 5.3 
29 昌吉市 48 48 48 48 64.5 64.5 64.5 64.5 64.5 64.5 
30 阜康市 19 19 20 20 25.5 25.5 26.9 26.9 26.9 26.9 
31 呼图壁县 22 22 25 25 29.6 29.6 33.6 33.6 33.6 33.6 
32 玛纳斯县 32 32 23 23 43 43 30.9 30.9 30.9 30.9 
33 奇台县 28 28 24 24 37.6 37.6 37.6 37.6 32.3 32.3 5.3 
34 吉木萨尔县 24 24 29 29 32.3 32.3 39 39 39 39 
35 木垒县 14 14 14 14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巴州 89 89 82 82 119.6 119.6 119.6 119.6 107.7 107.7 11.9 
36 库尔勒市 30 30 45 45 40.3 40.3 60.5 60.5 60.5 60.5 
37 轮台县 9 9 8 8 12.1 12.1 10.8 10.8 9 9 1.8 
38 尉犁县 8 8 3 3 10.8 10.8 5.4 5.4 4.3 4.3 1.1 
39 若羌县 1 1 1.3 1.3 
40 且末县 7 7 9.4 9.4 

作者
数据来自绩效监控表


作者
作者:
州政府资金分配文件为：60.5万元

作者
作者:
州政府资金分配文件为：60.5万元

作者
作者:
预算：23人、30.9万元；实际到位25.54万元、19人

作者
作者:
预算：30.9万元，实际拨付25.54（玛纳斯县填表显示）

作者
作者:
预算：28人、37.62万元；实际到位32.26万元、24人

作者
作者:
预算：37.62万元，实际拨付32.26（奇台县填表显示）

作者
作者:
与花名册和分配方案人数40不一致

作者
作者:
与花名册和分配方案人数3人不一致



附件2-1

2021年自治区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自治区财政补助的乡村
医生预算人数（名）

县级财政补助的乡村医
生实际人数（名）

自治区财政补助预算经费（万
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到位经费
（万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支出经费
（万元）

结余 备注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
执业
助理
医师
及以
上资
格的
人数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执
业助理
医师及
以上资
格的人

数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41 焉耆县 14 14 14 14 18.8 18.8 20.1 20.1 18.8 18.8 1.3 
42 和静县 9 9 7 7 12.1 12.1 9.4 9.4 8.4 8.4 1 
43 和硕县 4 4 5.4 5.4 6.7 6.7 6.7 
44 博湖县 7 7 5 5 9.4 9.4 6.7 6.7 6.7 6.7 

阿克苏地区 754 718 36 622 591 31 563.5 515.1 48.4 563.5 453.3 110.2 560.2 519.1 41.1 3.3 
45 阿克苏市 1 1 2 2 1.3 1.3 2.7 2.7 2.7 2.7 
46 温宿县 3 3 1 1 4 4 1.3 1.3 1.3 1.3 
47 库车市 1 1 1.3 1.3 1.3 1.3 1.3 
48 沙雅县 4 4 8 8 5.5 5.5 10.8 10.8 10.1 10.1 0.7 
49 新和县 5 5 2 2 6.8 6.8 2.8 2.8 2.8 2.8 
50 拜城县 1 1 1.3 1.3 1.3 1.3 1.3 
51 阿瓦提县 292 274 18 292 274 18 155.7 131.5 24.2 155.7 131.5 24.2 155.7 131.5 24.2 

52 乌什县 372 371 1 241 241 321.8 320.5 1.3 321.8 321.8 321.8 321.8 
 无证47

人 

53 柯坪县 75 73 2 76 76 65.8 63.1 2.7 65.8 65.8 65.8 65.8 

克  州 700 700 652 652 604.8 604.8 604.8 604.8 551 551 53.8 
54 阿图什市 300 300 298 298 259.2 259.2 257.5 257.5 253.1 253.1 4.4 
55 阿克陶县 300 300 278 278 259.2 259.2 240.2 240.2 240.2 240.2 
56 阿合奇县 50 50 40 40 43.2 43.2 51.8 51.8 32.5 32.5 19.3 
57 乌恰县 50 50 36 36 43.2 43.2 55.3 55.3 25.2 25.2 30.1 

喀什地区 6564 6552 12 5659 5649 10 5677 5661 16 5677 5677 4638.6 4628.4 10.2 1038.4 
58 喀什市 440 437 3 489 489 381.6 377.6 4 452.8 452.8 395.5 395.5 57.3 

59 疏附县 519 518 1 331 330 1 448.9 447.6 1.3 369.8 369.8 286.5 285.2 1.3 83.3 
 无证71
人 

作者
作者:
与预算、花名册人数14人不一致



附件2-1

2021年自治区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自治区财政补助的乡村
医生预算人数（名）

县级财政补助的乡村医
生实际人数（名）

自治区财政补助预算经费（万
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到位经费
（万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支出经费
（万元）

结余 备注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
执业
助理
医师
及以
上资
格的
人数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执
业助理
医师及
以上资
格的人

数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60 疏勒县 490 490 426 426 423.4 423.4 463.1 463.1 322.2 322.2 140.9 
61 英吉沙县 467 467 405 405 403.5 403.5 405.2 405.2 251.3 251.3 153.9 
62 泽普县 325 325 308 308 280.8 280.8 287.7 287.7 249.7 249.7 38 
63 莎车县 1248 1245 3 1394 1391 3 1079.7 1075.7 4 1205.8 1205.8 968.6 968.6 237.2 
64 叶城县 1095 1093 2 814 814 947.0 944.3 2.7 704.3 704.3 530.2 526.2 4 174.1 

65 麦盖提县 326 324 2 230 228 2 282.6 279.9 2.7 317.2 317.2 317.2 317.2 
 无证
136人 

66 岳普湖县 372 372 271 270 1 321.4 321.4 302.9 302.9 221.4 220.5 0.9 81.5 
67 伽师县 528 528 593 591 2 456.2 456.2 587.1 587.1 562.4 559.7 2.7 24.7 

68 巴楚县 588 588 276 275 1 508 508 475.7 475.7 428.2 426.9 1.3 47.5 
 无证
275人 

69 塔县 166 165 1 122 122 143.9 142.6 1.3 105.4 105.4 105.4 105.4 

和田地区 4107 4104 3 3694 3684 10 3549.8 3545.8 4 3549.8 1438.6 2111.2 3108.9 3096.9 12 440.9 
70 和田市 410 408 2 331 330 1 355.2 352.5 2.7 322.8 317.4 5.4 281.5 280.2 1.3 41.3 
71 和田县 688 687 1 595 593 2 594.9 593.6 1.3 561.1 558.4 2.7 546.9 544.2 2.7 14.2 
72 墨玉县 915 915 813 813 790.6 790.6 771.9 771.9 620.2 620.2 151.7 
73 皮山县 447 447 479 479 386.2 386.2 460.2 460.2 460.2 460.2 
74 洛浦县 560 560 576 571 5 483.7 483.7 568.2 561.5 6.7 499.7 493 6.7 68.5 
75 策勒县 372 372 329 328 1 321.4 321.4 316.6 316.6 274.8 273.5 1.3 41.8 
76 于田县 648 648 503 502 1 559.9 559.9 483.7 1.3 482.4 362.7 362.7 121 
77 民丰县 67 67 68 68 57.9 57.9 65.3 65.3 62.9 62.9 2.4 

吐鲁番市 25 25 25 25 33.6 33.6 33.6 33.6 33.6 33.6 
78 高昌区 9 9 15 15 12.1 12.1 20.2 20.2 20.2 20.2 
79 鄯善县 13 13 6 6 17.5 17.5 8.1 8.1 8.1 8.1 
80 托克逊县 3 3 4 4 4 4 5.3 5.3 5.3 5.3 

作者
作者:
绩效426，花名册457

作者
绩效村医1391，执业3；自评报告1121

作者
作者:
绩效814，花名册密码

作者
作者:
绩效表村医217，补100
0；执业1，补1200；无证275，补800

作者
作者:
绩效122，自评报告118

作者
作者:
绩效村医>=330，执业>=1，绩效目标表不准确


作者
作者:
花名册581人，未见绩效

作者
作者:
绩效813，花名册581

作者
作者:
绩效479，花名册无


作者
作者:
绩效596，花名册无

作者
作者:
绩效，到位通知586.25

作者
作者:
绩效329，花名册无

作者
作者:
绩效503，未见花名册


作者
作者:
绩效68，花名册72




附件2-1

2021年自治区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自治区财政补助的乡村
医生预算人数（名）

县级财政补助的乡村医
生实际人数（名）

自治区财政补助预算经费（万
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到位经费
（万元）

县级财政补助实际支出经费
（万元）

结余 备注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
执业
助理
医师
及以
上资
格的
人数

合计

取得乡
村医生
执业注
册的人
数

取得执
业助理
医师及
以上资
格的人

数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合计
取得乡村
医生执业

证书

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
及以上资

格

哈密市 18 18 18 18 24.2 24.2 24.2 24.2 22.9 22.9 1.3 
81 伊州区 10 10 11 11 13.4 13.4 16.1 16.1 14.8 14.8 1.3 
82 巴里坤县 4 4 7 7 5.4 5.4 8.1 8.1 8.1 8.1 
83 伊吾县 4 4 5.4 5.4 

作者
作者:
下拨文件为14人，自评报告为11人

作者
作者:
均为自治区资金

作者
作者:
均为你自治区资金

作者
作者:
自评表：收到、支出均为8.06万元；
决算表：收到、支出均为7.34万元



附件2-2

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合计 1920 1920 1109.9 57.81% 810.1 1752 91.25% 168 

区本级小计 1341.7 1341.7 619 46.14% 722.7 1222.3 91.10% 119.4 

1 自治区卫健委

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缺
专业人才培养项目

90 90 18.4 20.44% 71.6 24.2 26.89% 65.8 

由于第三人民医院负责人
漏报2016年-2018年住院医
师培训费，经申请于2021
年补发28万元（非本年经
费）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42 42 42 100.00% 42 100.00%

2 新疆医科大学
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
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

713.3 713.3 178 24.95% 535.3 713.3 100.00%

3
新疆维吾尔医学
专科学校

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
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

227.6

262.6 260.4 99.16% 2.2 262.6 100.00%
学校在使用项目经费时未
按项目类别建立明细账，
混合使用，不能区分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

项目
35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5.3 5.3 1.5 28.30% 3.8 1.5 28.30% 3.8 

项目已实施完毕，受疫情
影响，项目组负责人尚未
进行报账流程财务审核未
完成，所以资金有结余。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10 10 10 100.00% 10 100.00%



附件2-2

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41 41 4 9.76% 37 14.2 34.63% 26.8 

5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4.8 4.8 4.8 100.00% 4.8 100.00%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7 27 17.2 63.70% 9.8 26.6 98.52% 0.4 

6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2 2 0.6 30.00% 1.4 1.4 70.00% 0.6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10 10 10 100.00% 10 100.00%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15 15 5.4 36.00% 9.6 11.8 78.67% 3.2 

项目已实施完毕，受疫情
影响，项目组负责人尚未
执行报账流程，财务审核
未完成，无德而称主资金
有结余

7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8 8 8 8 未能提供适宜技术明细账

8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7 7 5.8 82.86% 1.2 7 100.00%



附件2-2

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9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
附属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0.3 37.50% 0.5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17 17 17 17 100.00%

10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
附属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1 1 1 100.00% 1 100.00% 尚未提供项目资料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4 4 2.6 65.00% 1.4 4 100.00%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医药研究所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2.4 2.4 2.4 100.00% 2.4 100.00%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14 14 14 100.00% 14 100.00%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2 2 0.5 25.00% 1.5 1.0 50.00% 1.0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1 21 8.2 39.05% 12.8 20 96.19% 0.8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儿童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附件2-2

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儿童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19 19 19 100.00% 19 100.00%

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三人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8 8 7.2 90.00% 0.8 8 100.00%

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殖健康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1 1 1 100.00% 1 100.00%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医药研究所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药物研究所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妇幼保健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8 8 8 8 

2021年9月16日自治区卫生
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资金8万元拨付至自治区妇
幼保健院账户，由于自治
区妇幼保健院2021年9月至
12月未执行推广项目工
作，2021年12月24日，自
治区财政厅将8万元资金收
回，且在2021年12月27日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保健中心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5 0.5 0.5 0.5 
因驻村，项目资金未启动
且未到项目截止时间。

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医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资料未提交完整



附件2-2

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地州小计 578.3 578.3 490.9 84.89% 87.4 529.7 91.60% 48.6 

伊犁州小计 2 2 0.5 25.00% 1.5 2 100.00%

21 伊犁州奎屯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 2 0.5 25.00% 1.5 2 100.00%

乌鲁木齐市小计 67.6 67.6 2.5 3.70% 65.1 25.6 37.87% 42 

22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
民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10 10 10 10 
21年未举行，22年举办资
料尚未提供

23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
健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10 10 1 10.00% 9 5.8 58.00% 4.2 

24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
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5 2.5 2.5 2.5 
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负责人
从单位离职，具体项目实
施并未开展。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10 10 10 0.5 5.00% 9.5 
受疫情影响培训班线上展
开因此只花费了课时费

25 乌鲁木齐市中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9 9 9 7.7 85.5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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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25 乌鲁木齐市中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10 10 10 6.4 64.00% 3.6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1.6 1.6 1.5 93.75% 0.1 1.5 93.75% 0.1 

26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
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4 4 4 4 
项目已实施完毕，尚未进
行账务处理

27
乌鲁木齐市耳鼻喉
专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10.5 10.5 10.5 3.7 35.24% 6.8 
项目已实施完毕，后续还
产生费用未进行账务处理

克拉玛依小计 3 3 1 33.33% 2 3 100.00%

28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
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 2 2 2 100.00%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1 1 1 100.00% 1 100.00%

阿勒泰地区小计 3.6 3.6 1.1 30.56% 2.5 2.8 77.78% 0.8 

29
阿勒泰地区人民医
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 2 0.3 15.00% 1.7 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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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29
阿勒泰地区人民医
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30
阿勒泰地区哈萨克
医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0.8 被财政局收走

昌吉州小计 178.3 178.3 169.4 95.01% 8.9 173.8 97.48% 4.5 

31 昌吉州人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 2 2 2 资料未提供

32 昌吉州中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6 6 1.2 20.00% 4.8 5.1 85.00% 0.9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2.4 2.4 0.8 33.33% 1.6 1.3 54.17% 1.1 
后续还产生费用未进行账
务处理

33 昌吉市人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1.5 1.5 1 66.67% 0.5 1 66.67% 0.5 
后续还产生费用未进行账
务处理

34
昌吉州职业技术学
院

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

113.8 113.8 113.8 100.00% 113.8 100.00%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
目

52.6 52.6 52.6 100.00% 52.6 100.00%



附件2-2

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巴州小计 45 45 43.8 97.33% 1.2 45 100.00%

3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人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4 4 3 75.00% 1 4 100.00%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1 1 0.8 80.00% 0.2 1 100.00%

36 巴州卫生学校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
目

40 40 40 100.00% 40 100.00%

阿克苏地区小计 192.9 192.9 191.3 99.17% 1.6 192.9 100.00%

37
阿克苏第一人民医
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 2 0.4 20.00% 1.6 2 100.00%

38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校

自治区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
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

106.2 106.2 106.2 100.00% 106.2 100.00%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
目

84.7 84.7 84.7 100.00% 84.7 100.00%

喀什地区小计 63.4 63.4 61.8 97.48% 1.6 62.1 97.95% 1.3 

39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4 4 4 100.00%
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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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39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100.00%

0.8 

100.00%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
项目

10 10 10 100.00%
10 

100.00%

40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
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8 8 7.7 96.25% 0.3 8 100.00%
只有明细账工作总结其余
无

41
喀什地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5 0.5 0.5 0.5 项目未到截止期没有使用

42
喀什地区莎车县人
民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8 0.8 0.8 0.8 项目未到截止期没有使用

43 喀什地区卫生学校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
目

39.3 39.3 39.3 100.00% 39.3 100.00%

和田地区小计 5 5 4 80.00% 1 5 100.00%

44 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4 4 4 100.00% 4 100.00%



附件2-2

人才培养项目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预算执
行率
截止

2021年
末

③/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

2021年
末

②-③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
行率

截止到
评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

45 墨玉县人民医院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1 1 1 1 100.00%

塔城地区小计 2.5 2.5 0.5 25.00% 2 2.5 100.00%

46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与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2 2 0.5 25.00% 1.5 2 100.00%

2022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青年
医学科技人才专项科研项目

0.5 0.5 0.5 0.5 100.00%

博州小计 15 15 15 100.00% 15 100.00%

47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职业技术学校

健康扶贫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项
目

15 15 15 100.00% 15 100.00%



附件2-3

2021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项目资金
结余

截止2021
年末
②-③

项目资
金结余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行
率

截止到评
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数覆
盖率

派驻医护
人员数覆

盖率

合计 99 297 91 263 91.92% 88.55% 594 594 292.3 49.21% 301.7 431 72.56% 163

阿克苏地区小计 27 81 25 68 92.59% 83.95% 162 162 61 37.65% 101 103.5 63.89% 58.5

1 阿克苏市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0.6 3.33% 17.4 16.1 89.33% 1.9

2 库车市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2 66.67% 6

3 拜城县 3 9 3 12 100.00% 133.33%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3个乡，每乡下派4人，

共12人，人均工资1.5万

元。

4 沙雅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1.4 63.33% 6.6 18 100.00%

5 新和县 3 9 3 8 100.00% 88.89%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61600元用于支付2021年

1-8月35名下5个乡镇医

院人员工资，多支出非
项目资金61600元。县人

民医院派5人支援塔什艾

日克乡卫生院和尤鲁都

斯巴格镇卫生院；县中
医医院派3人支援渭干乡

卫生院

6 温宿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8 2021年未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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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项目资金
结余

截止2021
年末
②-③

项目资
金结余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行
率

截止到评
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数覆
盖率

派驻医护
人员数覆

盖率

7 乌什县 3 9 4 9 133.33% 100.00% 18 18 9 50.00% 9 15.4 85.78% 2.6
4个乡：阿合雅镇、奥特

贝西乡、依麻木镇、英

阿瓦提乡

8 阿瓦提县 3 9 18 18 18 18
2021年6月下达3个乡，
未派人，同年12月底财

政收回

9 柯坪县 3 9 3 3 100.00% 33.33% 18 18 4 22.22% 14 6 33.33% 12

资金由县卫健委下拨给

县人民医院，再由人民

医院根据乡镇卫生院申
请支付给乡镇卫生院。

县人民医院计划派9人，

因疫情需要，实际派3人

支援3个卫生院（由乡镇
卫生院支付每人2万元）

克州小计 12 36 9 24 75.00% 66.67% 72 72 30 41.67% 42 48 66.67% 24

10 阿图什市 3 9 3 6 100.00% 66.67% 18 18 18 12 66.67% 6

妇幼中心和人民医院各

派3人到3个乡镇卫生院,
疾控中心人员未下派人

员.

11 阿克陶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12 阿合奇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2 66.67% 6 18 100.00%

13 乌恰县 3 9 18 18 18 18
人民医院因未下派驻乡

镇卫生院人员，2021年
12月底资金被财政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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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项目资金
结余

截止2021
年末
②-③

项目资
金结余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行
率

截止到评
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数覆
盖率

派驻医护
人员数覆

盖率

喀什地区小计 36 108 33 99 91.67% 91.67% 216 216 129.2 59.81% 86.8 180 83.33% 36

14 喀什市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8 100.00% 2021年未发放

15 疏附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7.2万元用于购买10如打

印机、7台台式电脑、6

台笔记本电脑

16 疏勒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8 99.89%

乡镇卫生院二级对口支

援补助2021年未能及时
发放，2022年1-6月财政

平台不能增加2021年结

转项目，2022年7月财政

指标已下达，于8月初按
照实际在岗在位情况将

补助资金17.98万元发放

到位。

17 英吉沙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7.9 43.89% 10.1 18 100.00%

18 泽普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资金使用错误。2021.6

人民医院将6万元发给支
援6乡14人（喀什当地项

目--千医下千村）（对

政策理解错误，资金分

配给千医下千村）

19 莎车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20 叶城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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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基础信息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授援地州
(县、市)名

称

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预算批
复金额

①

预算下
达金额

②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

2021年
末
③

项目资金
结余

截止2021
年末
②-③

项目资
金结余

预算执
行金额
截止到
评价日

④

预算执行
率

截止到评
价日
④/②

项目资
金结余
截止到
评价日
②-④

备注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
数

派驻
医护
人员
数
（平
均）

乡镇数覆
盖率

派驻医护
人员数覆

盖率

21 麦盖提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22 岳普湖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6 33.33% 12 18 100.00%

23 伽师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2 66.67% 6 18 100.00%

24 巴楚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3.3 73.89% 4.7 18 100.00% 2021年3月-2022年3月，

25 塔县 3 9 0 0 0.00% 0.00% 18 18 18 18
人员少而紧张，项目未

实施

和田地区小计 24 72 24 72 100.00% 100.00% 144 144 72.1 50.07% 71.9 99.5 69.10% 44.5

26 和田市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2.9 16.11% 15.1 11.6 64.17% 6.4

27 和田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3.5 75.00% 4.5 18 100.00%

28 墨玉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2.8 15.56% 15.2 6.1 34.11% 11.9

29 皮山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30 洛浦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1 61.11% 7 18 100.00%

31 策勒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8
因财政资金紧张，2021

年二级医疗机构对口资
金未下拨。

32 于田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18 100.00% 18 100.00%

33 民丰县 3 9 3 9 100.00% 100.00% 18 18 5.9 32.78% 12.1 9.8 54.44% 8.2

作者
作者:
11.9982

作者
作者:
6.0018

作者
作者:
72.0172

作者
作者:
10.9972

作者
作者:
7.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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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

现场访谈分析报告

一、 访谈目的

为深入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治区卫健委）2021 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

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通过对项目实施单位相关人员

进行访谈，了解和评估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发现项

目实施和管理中的问题，进而提出合理性建议。

二、 访谈对象及范围

访谈工作针对 2021 年立项的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

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2021 年自治区乡村医生项目和 2021

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

（此 2 项为延续项目）的主管领导及科室负责人等。访谈内

容包括：对项目情况的了解、项目是否已按计划时间实施、

项目是否按时收到财政预算资金并及时按预算标准分配下

拨、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资金采取了哪些监督管理措施、

项目是否实施完毕并达到预算绩效目标、项目实施效果如何、

项目实施存在哪些不足以及对该项目有何建议等。

三、 访谈情况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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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访谈走访了自治区卫健委科技教育处、自治区卫

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自治区卫健委财规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

地州（县、市）卫健委等 25 家项目管理及实施单位。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评价人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访谈，具体

情况如下：

1、针对项目基本情况进行访谈，被访谈对象从国家及

自治区政策的下发、项目背景、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实施

周期、参与单位、预算资金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介绍。

2、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督管理措施进行访谈，了解

到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执行单位基本已按照《关于印发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教

〔2020〕7 号）制定了相关内部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并

按照相关制度对项目进行管理核算。

3、针对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访谈，在执行中

基本达到了项目建设的预期，基本完成了与自治区自治区

卫健委签订的《项目合同书》中的 2021 年度工作任务。部

分绩效目标未能在当年实现，是由于少数项目实施期间不

同造成，如跨期项目。

4、针对项目的管理过程进行访谈。通过科技教育处了

解到该处室主要负责拟订卫生健康科技发展规划及相关政

策并组织实施；承担组织开展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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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教育工作，协同指导医学院校教育。

2021 年新增立项 80 个项目，均通过项目申报、事前绩效评

估等程序完成。其中重点介绍了 2021 年度自治区面向农牧

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项目和 2021年度自治区卫生

与健康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四、访谈情况总结

根据以上访谈情况显示，被调查项目主管领导及相关

负责人对于项目的了解程度较高、对财政资金的支持和项

目实施进度基本满意；同时也表明政府对（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建设）项目的重视，促进了项目的开展，财政资金的

支持确保了该项目的持续影响。

通过现场访谈，评价组进一步了解了自治区卫健委

2021 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

设）项目的资金下达情况、实施情况及执行效果，为我们

进行项目绩效评价提供了一定帮助。



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

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

一、 调查目的

为深入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

区卫健委）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及执行效果，我们针对项目绩效目标中相

关指标完成情况开展了专项社会调查，以为绩效评价提供依据。

二、调查对象及范围

2021 年自治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

设）项目包含三个子项目：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自治区二级

以上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自治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

建设项目。根据项目绩效目标，本次满意度调查主要针对三个项目所

涉及的受益对象、受援对象及下派援助人员，主要了解乡村医生财政

补助资金项目政策落实、资金发放及满意度；二级以上对口支援乡镇

卫生院项目医疗队人员配备、补助资金发放及满意度、受援乡镇卫生

院满意度；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受补助及参培人员

满意度等情况。

三、调查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本次社会调查以网上调查问卷形式进行，通过二维码和网址链接

进行发放，主要参加问卷调查人员涉及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

田等地区。调查问卷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2 日 24 时。经统计，



本次满意度调查共回收问卷 1779 份，其中：有效问卷 1727 份，无效

问卷 52份，有效率 97%。

四、调查内容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内容按三个项目分别设置问题，通过对有效调查问

卷的汇总分析，具体数据及结果分析如下：

1、乡村医生财政补助资金项目

该项目调查问卷共设置 7 个问题，经过对回收调查问卷进行筛查，

乡村医生项目的有效调查问卷为 938 份：

问题一（您已取得的执业资质是？）：已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人数为 866，占比 92%；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人数为 60人，占比 6%，

未填此项人数 12 人，占比 2%；

问题二（您是否了解关于乡村医生补助资金的标准？）：了解人

数 896 人，占比 95%；不了解人数 34 人，占比 4%；未填此项人数 8

人，占比 1%；

问题三（您的乡村医生财政补助是否按月、足额发放？）：是按

月、足额发放补助的人数 884 人，占比 94%；未按月、足额发放补助

的人数 43 人，占比 5%；未填此项人数 11人，占比 1%；

问题四（您每月获得的乡村医生财政补助是多少？）： 400 元以

下人数 58 人，占比 6%；400-720 元区间人数 59人，占比 6%；800-1120

元区间人数 441 人，占比 47%；1200 元以上人数 370 人，占比 40%；

未填此项人数 10 人，占比 1%；

问题五（您对当前乡村医生财政资金补助政策是否满意？）：满



意人数 843 人，占比 90%；比较满意人数 58 人，占比 6%；不满意人

数 30 人，占比 3%；未填此项人数 7人，占比 1%；

问题六（您从事乡村医生的工作时间？）：1-2 年的人数为 143

人，占比 15%；3-5 年的人数为 319 人，占比 34%；5-10 年的人数为

189 人，占比 20%；10 年以上的人数为 273 人，占比 29%；未填此项

人数为 14 人，占比 2%；

问题七（您对目前的工作现状是否满意）：满意人数为 875 人，

占比 93%；比较满意人数为 38人，占比 4%；不满意人数为 11人，占

比 1%；未填此项人数为 14人，占比 2%；

以上数据显示被调查人员基本了解相关财政资金补助标准，具有

执业资质，所在单位能够足额发放财政补贴；发放的财政补助中

800-1200 和 1200 元以上的人数占比达 87%（不同区域标准不同）；乡

村医生满意度达 90%。

综上分析，说明政府对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较高，从而

得到乡村医生对政策满意的反馈是正相关的，随着补助不断提高，稳

定了乡村医生队伍，确保了农村基本医疗的长期建设和发展。

2、2021 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

该项目调查问卷设置 2 大类 11 个问题，经过对回收的调查问卷

进行筛查，该项目有效调查问卷为 102 份，结果分析如下：

根据派驻支援人员填写调查问卷内容，只针对问题 4、5 进行分

析。

问题四（派驻您支援乡镇卫生院的相关补助是否发放及时？）：



是及时发放人数 78，占比 76%，未及时发放人数 11，占比 11%，未填

人数 13，占比 13%；

问题五（您对下派支援期间各项工作的满意度？）：满意人数 83，

占比 81%，比较满意人数 7，占比 7%，不满意人数 0，占比 0%，未填

人数 12，占比 12%；

根据第二部分受援单位及人员调查填写内容，只针对问题 3、4、

5、6进行分析。

问题三（医疗队派驻支援您所在卫生院的时间）：六个月及以下

的人数 19，占比 19%，六个月至一年人数 61 人，占比 60%，未填人

数 22，占比 21%；

问题四（您对支援帮扶医院选派人员的满意度？）：满意人数 76，

占比 75%，比较满意人数 5，占比 5%，不满意人数 0，占比 0%，未填

人数 21，占比 20%；

问题五（您对支援医疗队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满意度？）：满意

人数 76，占比 75%，比较满意人数 5，占比 5%，不满意人数 0，占比

0%，未填人数 21，占比 20%；

问题六（受援乡镇卫生院能够独立诊断和治疗病种数量是否较上

一年度增加？）：是的人数 78，占比 76%，否的人数 4，占比 4%，未

填人数 20，占比 20%；

通过对 2021 年自治区二级以上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项目调查问

卷的回收分析：援助人员的派驻时长一般在六个月至一年，派驻人员

能够及时收到补助资金，对下派的援助工作能够适应，提高了受援卫



生院看病治病能力，并获得受援单位的认同，有效促进了基层医疗水

平的提升。

3、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

该项目调查问卷设置 4 个问题，经过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筛查，

该项目有效调查问卷为 683 份，结果分析如下：

根据绩效评价项目组现场调查人员反馈，问卷问题 1与项目评价

相关性不大，故只针对问题 2、3、4 进行分析。

问题二（您是否参加过下列相关培训？）：参加过在职卫生技术

人员培训人数为 195 人，占比 29%；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数为 91

人，占比 13%；未参加过相关培训人员为 204 人，占比 30%，未填此

项人数为 193 人，占比 28%；

问题三（你是否享受过下列补助资金？）：享受过高中起点专科

层次医学教育免费医学生补助人数为 185 人，占比 27%；健康扶贫乡

村医生定向培养（中专）补助人数为 281 人，占比 41%；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紧缺专业人才培养补助人数为 16 人，占比 2%；未参加相关培

训人数为 108 人，占比 16%：未填此项人数为 93人，占比 14%；

问题四（您对参加的培训或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否满意？）：

满意人数为 615 人，占比 90%；比较满意人数为 60人，占比 9%；不

满意人数为 8 人，占比 1%；未填此项人数为 0人，占比 0%；

通过对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及科研能力建设项目调查问卷的回收

分析，在对学生培养教育方面还存在不到位的情况，专业化培训相对

较少，而相关补助资金能够普及绝大多人员，对培训和补助政策满意



程度较高。

五、总结

通过此次满意度调查，进一步了解了自治区卫健委 2021 年自治

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的实施情

况及执行效果，并为我们进行项目绩效评价提供了数据依据。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调查问卷的设计还存在不足之处，个别问题

表述不够准确、针对性不强，细节考虑欠周全，可能影响被调查人员

对问题的理解，导致出现无效答卷。针对此类问题，我们已通过逐一

分析，剔除无效问卷，从而降低对调查结论的影响。



附件 5：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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