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部门整体自评情况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1.主要职能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是隶属省科技厅的公益一类研究院所。承担全省血吸虫病寄生虫病防治、科研、培训及技术指导任务，开展血吸虫病、寄生虫病情监测、信息统计，流
行病学调查，编辑和出版《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等业务活动。
2.机构情况
我所坐落于无锡市滨湖区梅园杨巷117号，占地面积33307.3㎡，总建筑面积18278.03㎡，其中：业务用房13961.24㎡，行政后勤用房4316.79㎡。目前所内设有血吸虫病室、疟疾室
、丝蠕虫病室、信息（健教）中心、编辑部、全球卫生中心（援外办公室）、门诊部、中心实验室、办公室、科教科、纪检办公室、组织人事科、财务科、行政（安保）科和培训
服务中心共15个科室。本所是省级部门预算单位，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公益一类，开办资金6405.9万元。
3.人员情况
全所核定编制为170人。年末在职人员117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08人（高级职称44人、中级职称35人、初级职称29人）；离休人员2人；退休人员102人。
4.收支情况
本年度总收入8168.2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248.42万元、事业收入919.85万元。本年度总支出10076.56万元，其中人员支出3981.92万元、公用支出227.13万元、项目支出
5867.51万元。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1.评价思路
根据单位职能定位，按照省财政绩效评价要求，确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指标体系并确定标准值。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并提供佐证资料。管
理部门汇总自评情况并进行复核。复核后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经所办公会讨论通过。通过绩效自评发现并总结单位当年主要绩效，发现存在问题，提出完善或整改建议。并
运用于下一年度绩效目标设定和对标部门整体运行。
2.评价方式
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依据基础数据、原始资料，通过工作总结、年度考核、数据汇总、统计分析，必要时采取交流汇报、询问查阅、现场核实等方式，定性及定量结合，对指标完
成情况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自评。
3.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依据单位职能定位和绩效目标，结合年度工作计划、重点工作安排、业务工作方案，按照绩效管理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分部门决策、过程、履职、效益、满意度等五个方面设置
24个二级指标和96个三级指标，并明确指标标准值。指标体系根据合理反映部门整体绩效，遵循定量优先、定性定量相结合、突出重点、简明有效原则设置。指标权重根据重要性
程度设置。指标体系能够体现单位管理效益和履职效能，反映单位高质量发展情况。
4.评价结论
通过对决策、过程、履职、效益、满意度等方面的对标自评和自评过程中的总结、反馈，我所部门整体支出合理、合法、合规，决策严谨、过程规范、履职尽职、效益良好，切实
履行了作为省属公益一类科研院所的防治、科研、培训及技术指导任务和相关业务工作。基本完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三、主要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一）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
落实好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积极派出力量支援全省疫情防控，2名所级领导分两次赶赴昆山负责疫情相关转运隔离；2名专业技术人员援助南京与扬州抗疫。
（二）完善疾病监测体系，巩固疾病消除成果
1.面上防控。高度重视血吸虫病查灭螺工作质量，组织对全省沿江9个县（市、区）18个重点环境开展现场钉螺调查，组织开展检查督导与灭螺质量考核，掌握重点地区螺情和灭螺
质量状况，为下一步防急感工作开展提供了有效信息。认真做好晚期血吸虫病救助治疗工作，晚血病人规范管理率99.89%（4481/4486），救助人数753人，救助金额243.48万元。6
月中国正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全省已连续10年未有本地病例或输入性引起的继发病例。全年省内累计报告疟疾病例33例，均严格落实“1-3-7”病例管理要求完成各
项工作。继续做好全省慢性丝虫病患者的关怀照料工作。完成农村改厕专项督查，协助省乡村振兴局完成了农村户厕摸排整改工作调研督导，协助省卫健委完成部分地区的健康村
、镇的现场调查。
2.监测工作。按照《江苏省血吸虫病监测方案（2020年版）》，指导各地开展血吸虫病监测工作。省血吸虫病参比实验室接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所开展的室间比对，
镇江市丹徒区、扬州市江都区接受监测工作质量控制考核评价，均取得了良好成绩。在全省开展媒介种群、密度监测，为输入性疟疾疫点处置提供科学依据。开展食源性寄生虫感
染风险监测，2021年完成全省4个福寿螺体内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监测点、4个海鱼体内异尖线虫感染监测点、3个小龙虾体内寄生虫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完成3个饮用水中“两虫”监
测点水源水、出厂水的检测工作；完成33个土源性线虫病和肝吸虫病监测点的现场查病。
3.健康科普。进一步完善寄生虫病健康素养指标体系，制定《2021年江苏省居民寄生虫病健康素养监测试点工作方案》，开展居民寄生虫病健康素养监测试点工作。开展有奖答题
、科普短视频、随手拍等线上、线下宣传教育新模式，把寄生虫健康知识送进企业和校园。参加国家和省级科普作品评比，获各类科普奖14项。提升受众寄生虫病防护意识水平。
4.技术培训。举办1期蚊媒监测技术培训班，3期全省疟疾和重点寄生虫镜检能力评估研修班，为南京、无锡、连云港、盐城、镇江、泰州和宿迁等地提供技术支持。开展重点寄生
虫病理论及技能的线上/线下培训。完成“新发输入性寄生虫病防治新技术讲习班”、“消除疟疾技术措施研讨班”2期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班。提升基层人员防控能力。
（三）强化科学研究，提升服务水平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打造创新团队3个，获批各类科研项目17项，发表论文53篇，其中SCI收录19篇，高影响因子5篇。或各类专利24件，获厅市级奖励1项，主编专著3部。大仪设备
开放共享16台，提供对外服务501.31万。
（四）创新办刊举措，提升期刊水平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加强期刊意识形态管控，连续2年获免检荣誉。申报ProQuest数据库收录，新被英国CABI数据库收录。2021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达1.963（较上年增长
37.75%），创历史新高，居内科学Q1区。在中国期刊协会医药卫生期刊分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 助力基层”主题实践系列活动
中，因表现突出受到表彰。
（五）文明创建持续发力，提升单位影响力
统筹推进文明创建常态化、长效化，为血寄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集中宣传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国内首个AI智能识螺小程序等与民生相关的血寄防新闻大
事件。在学习强国、新华社、《健康报》、《无锡日报》、《无锡博报》、《无锡观察》、中国江苏网等媒体上录用新闻50多篇，其中被学习强国平台录用3篇，进一步提升了单位
社会影响力，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1．寄生虫病防控形势发生改变，给防控和科研工作带来挑战；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较为薄弱，形成规模效应存在困难；新冠疫情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困难。
2．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给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运行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现有绩效工资体系，激励力度有限，不利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平均主义现象比较突出。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1.加强对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对于寄生虫病的基础与应用性科研给予足够的投入。2.加强工资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绩效分配制度，加大人才培养，提升干部职工积极性。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0.8 0.8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0.8 0.8

目标设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 达成预期目标 0.8 0.8

绩效指标明确性 达成预期目标 0.8 0.8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0.8 0.8

预算编制科学性 达成预期目标 0.8 0.8

过程

预算执行

“三公经费”变动率 0.00 0.7 0.7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00 0.7 0.7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00 0.7 0.7

结转结余率 24.22 0.7 0

预算调整率 0.00 0.5 0.5

预算执行率 75.78 10 7.58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00 0.7 0.7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00 0.7 0.7

预算管理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基础信息完善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00 0.6 0.6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资金使用合规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00 0.6 0.6

资产管理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达成预期目标 0.7 0.7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达成预期目标 0.7 0.7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00 0.7 0.7

机构建设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达成预期目标 0.6 0.6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00 0.6 0.6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00 0.6 0.6

履职

职能10：实验室平
台及开放服务

对外服务企事业单位 32.00家 0.5 0.5

入驻企业 3.00家 0.5 0.5

实验动物中心平台运行 达成预期目标 1 1

仪器设备完好率 98.00% 1 1

实验室设备管理系统运行状况 达成预期目标 1 1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 100.00% 1 1

职能11：世卫组织
合作中心运行

出具合作中心年度报告并通过WHO认可 1.00次/年 1 1

职能12：国际合作

选派科研骨干出国进修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1.00名 0.5 0.5

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所学术交流访问 1.00名 0.5 0.5

选拨援桑项目专家完成率 100.00% 0.5 0.5

技术专家参加援桑工作 达成预期目标 0.5 0.5

第二轮援桑项目工作申报完成率 100.00% 0.5 0.5

举办援外培训项目数 5.00期 0.5 0.5

援外项目实施完成率 100.00% 0.5 0.5

职能1：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医学基础和

应用技术研究

举办国内外会议/继续教育项目 2.00次/年 1.5 1.5

各类奖项 1.00项 1.5 1.5



履职

职能1：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医学基础和

应用技术研究

国家专利 24.00件 1 1

发表SCI论文 19.00篇 1.5 1.5

发表中文论文 53.00篇 1.5 1.5

新增各类课题 17.00项 1.5 1.5

依托科研基础建设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完成率 100.00% 1.5 1.5

职能2：研究生培养

博士后在站管理完成率 100.00% 1 1

学生论文开题、中期考核、毕业答辩等事宜完成率 100.00% 2 2

招收全日制新生 4.00人 2 2

职能3：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防治

引进新技术 2.00项/年 0.5 0.5

寄生虫病门诊人次 174.00人次/年 0.5 0.22

输入性疟疾病例7天内疫点调查与处置率 100.00% 0.7 0.7

输入性疟疾病例3天内复核及填报率 100.00% 0.7 0.7

输入性疟疾病例24小时报告率 100.00% 1.2 1.2

重点寄生虫病监测（国家及省级监测点15-20个） 54209.00人次 0.7 0.7

包虫病、丝虫病网报病例核实、处置率 100.00% 0.7 0.7

慢性丝虫病患者关怀照料咨询（电话、现场） 25.00次 0.7 0.7

人群重点寄生虫病感染率 0.07% 1.2 1.2

按标准完成年度晚血病人治疗救助工作 100.00% 0.7 0.7

全省在册晚血病人规范管理率 99.89% 0.7 0.7

钉螺调查任务完成率 109.58% 0.7 0.7

人群血吸虫病血清学筛查率 105.58% 0.7 0.7

疫点、输入性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处置率 100.00% 1.2 1.2

不发生本地感染急性血吸虫病病例 100.00% 1.2 1.2

适宜药物灭螺的有螺环境灭螺任务完成率 120.19% 0.7 0.7

血吸虫病监测点和风险监测任务完成率 100.00% 0.7 0.7

职能4：食品安全

寄生虫病防控创新试点数 2.00个/年 0.5 0.5

食品中致病寄生虫的阳性率 14.69% 0.5 0.5

两虫认证实验室运行 达成预期目标 1 1

职能6：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

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 2.00次/年 0.5 0.5

制定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达成预期目标 0.5 0.5

病例的发现、上报及处置及时率 100.00% 0.5 0.5

应急药品、物资储备 达成预期目标 0.5 0.5

职能7：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科技情报信

息服务

血寄防人员科技论文写作培训 300.00人次 0.5 0.5

优秀论文双语出版 12.00篇 0.5 0.5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出版发行 6.00期 1 1

职能8：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防治技术培

训

规范化培训人数 2.00人 1.5 1.5

查灭螺、查治病、监测技术培训 755.00人 0.5 0.5

重点寄生虫病检测技术 261.00人 0.5 0.5

疟疾防治技术进展 155.00人 0.5 0.5

职能9：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防治科学普

及

寄生虫病科普馆设备更新、科普材料更新 1.00次 0.5 0.5

实用性宣传品 4.65万件 0.5 0.5

视频材料 2.00个 0.5 0.5

面向社会大众的寄生虫病防治知识科普 28000.00人次 1 1

新媒体材料 55.00篇 0.5 0.5

效益

社会效益
服务企事业单位 50.00个 2 2

寄生虫病防治效果 达成预期目标 8 8

经济效益 对外服务收入 501.31万 3 3

可持续发展 提高院所国内国际影响力 达成预期目标 5 5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达成预期目标 2 2

总计 96.6

 注：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评价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
   况自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