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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我国出生缺陷总发

生率约为 5.6%，相当于每 30 秒就有 1 名出生缺陷婴儿降生。我

省 2015 年围产儿前五位的高发畸形依次是：先天性心脏病、多

指（趾）、外耳其他畸形、总唇裂（唇裂及唇裂合并腭裂）、先天

性脑积水。出生缺陷儿不但给患儿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

担，使数万家庭因残致贫、因残返贫，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沉

重包袱和长远影响，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的拦路虎。

为提高人口素质，减少、防治出生缺陷，实现优生优育，有效降

低新生儿、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河南省一直将“新生儿疾病筛

查”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以下简称“两筛”项目）

作为重大民生项目之一，沈丘县卫健委根据省市两级工作安排，

申报了“两筛”项目资金，由沈丘县妇幼保健院具体负责实施。

“两筛”项目主要由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两部分构成：新生儿疾病筛查主要为符合条件的新生儿童免费

提供一次新生儿“两病”（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

症）筛查和一次听力筛查；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主要为每一对

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二、绩效结论及绩效分析

运用评价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本项目绩效评价得

分为 90.48 分，评价等级为“优”。

该项目的实施有效预防了出生缺陷，对提升本区域内群众优



第 2 页

生优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为逐步提升人口素质奠定了基础。

但项目在绩效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预算支出绩效考核指

标体系不够完善；二是个别指标与目标值略有差距，预期效益未

能实现；三是随访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主要成效

（一）建章立制

沈丘县卫健委及县妇幼保健院根据中央及省级的相关实施

方案、管理制度，因地制宜，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建立符合本地区

实际的项目实施方案及管理制度，致力于提高项目管理的规范性、

科学性。

（二）重视人才培养，促进交流合作

2021 年县妇幼保健院 8 名产前筛查出生缺陷技术人员已圆

满完成进修考核任务，并取得国家产前筛查培训合格证及母婴保

健资格证；11 月份与河南省人民医院遗传研究所顺利签约转会

诊协议，以期达到资源共享，搭建更为优质的专家交流合作平台，

更好为群众服务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一）绩效目标填报不规范

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是整个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的前提。该项目虽然填报了绩效目标表，并将绩效目标

细分为了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满意

度指标，但资金口径不一致，数据杂乱，难以与项目实际情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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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照，绩效目标表对项目的约束作用体现不足，对项目实施的

指引作用难以体现。

（二）个别指标与目标值略有差距，预期效益未能实现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数据，2021 年全年活产 8525 人，全年

共完成产前超声筛查 4922 例，筛查率 57.74%，与预期目标存在

差异，主要原因为疫情防控以及宣传不足。

（三）项目跟踪回访工作不够规范及时

由于项目过程较长、工作量大，造成部分乡镇反馈、随访不

够规范，对患者的后续情况掌握不够及时有效，不利于及时完开

展下一步救治工作。

五、有关建议

（一）完善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管理意识

一是建议项目单位完善绩效评价指标。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从源头上提升各部门、各项目实施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强

化绩效自评工作的指导、监督，积极运用评价结果，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二是建议财政部门加大对部门从事绩效管理工作人员的

培训力度，提高认识，重点培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流程、绩效指

标，引举实例、解读政策，树立绩效理念，强化责任意识。

（二）督促项目建设进度，建立项目事中监控机制

树立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预算

绩效管理全过程监控机制，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

定期实行跟踪管理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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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纠正，以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三）落实日常跟访机制，及时跟踪筛查者动态

有效联动县、乡、村三级卫生系统，探索更为有效日常更访

回访机制，及时充分掌握“两筛”人员动态情况。同时随访人员

要及时真实填写随访记录，按规定时间和筛查异常人群进行联系，

对个别留存电话有误或无法联系的，及时与乡镇、乡镇卫生院和

行政村“两筛”人员联系，确保让筛查者及时知晓筛查结果，尽

早进一步进行检查和治疗，以免错失最佳治疗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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