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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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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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核定编制170人，截至2021年12月实有在职人员117人，离休人

员2人，退休人员102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年指标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成值 得分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1 达成预期目标 1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1 达成预期目标 1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1 达成预期目标 1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1 达成预期目标 1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1 达成预期目标 1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1 达成预期目标 1

过程

预算执行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 100.00% 1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 100.00% 1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1 0.00% 1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 100.00% 1

结转结余率 ＝0% 1 0.00% 1

预算执行率 ＝100% 1 90.47% 0.9

预算调整率 ＝0% 1 0.00% 1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 100.00% 1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达成预期目标 1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1 达成预期目标 1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1 达成预期目标 1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1 达成预期目标 1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 100.00% 1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1 达成预期目标 1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1 达成预期目标 1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 100.00% 1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达成预期目标 1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2 达成预期目标 2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达成预期目标 1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1 达成预期目标 1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 100.00% 1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达成预期目标 1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 100.00% 1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1 达成预期目标 1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 100.00%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全年指标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成值 得分



履职

职能1：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医学基础和应

用技术研究

课题项目

获得国家、省市级各类课题 ≥5项 0.5 10.00项 0.5

申报国家、省市级各类课题 ≥15项 0.4 33.00项 0.4

获得成果

发表SCI论文 ≥10篇 0.5 30.00篇 0.5

申报省、厅级各类奖项 ≥1项 0.4 5.00项 0.4

申报国家专利 ≥10件 0.4 22.00件 0.4

发表中文论文 ≥10篇 0.4 29.00篇 0.4

国内外会议 开展继续教育项目 ≥1次 0.4 3.00次 0.4

实验室建设
依托科研基础建设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完成率
≥95% 0.4 100.00% 0.4

职能2：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招生管理

招收全日制新生 ≥4人 0.4 4.00人 0.4

研究生资助和医保等事宜完

成率
≥95% 0.4 100.00% 0.4

研究生管理

导师各类培训及研究生各类

活动完成率
≥95% 0.4 100.00% 0.4

学生论文开题、中期考核、

毕业答辩等事宜完成率
≥95% 0.5 100.00% 0.5

博士后工作站管理 博士后在站管理完成率 ≥95% 0.4 100.00% 0.4

职能3：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防治

血吸虫病防治

按标准完成年度晚血病人治

疗救助工作
≥100% 0.4 100.00% 0.4

人群血吸虫病血清学筛查率 ≥98% 0.4 105.98% 0.4

数字化血防移动终端使用覆

盖率（10个设区市、64个县

市区）

≥100% 0.4 100.00% 0.4

全省有螺环境数字化覆盖率 ≥90% 0.4 100.00% 0.4

全省在册晚血病人规范管理

率
≥90% 0.5 100.00% 0.5

血吸虫病监测任务完成率

（血吸虫病监测点64个）
≥100% 0.4 100.00% 0.4

不发生本地感染急性血吸虫

病病例
＝100% 0.5 100.00% 0.5

全省查灭螺工作质量控制县 ≥20个 0.4 37.00个 0.4

国家血防春查、风险评估任

务完成率
≥100% 0.4 0.00% 0

新发晚血病人入列人数随访

率
≥90% 0.4 98.00% 0.4

适合药物灭螺的有螺环境药

物灭螺覆盖率
≥95% 0.4 100.00% 0.4

输入性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疫点处置率
＝100% 0.4 100.00% 0.4

寄生虫病诊疗

引进新技术 ≥1项 0.4 2.00项 0.4

全省寄生虫病的专科诊疗服

务
≥200人次 0.4 221.00人次 0.4

寄生虫病健康咨询 ≥100人次 0.4 472.00人次 0.4

疟疾防治

输入性疟疾病例7天内疫点调

查与处置率
≥96% 0.4 100.00% 0.4

输入性疟疾病例24小时报告

率
≥96% 0.5 100.00% 0.5

输入性疟疾病例3天内复核及

填报率
≥96% 0.4 100.00% 0.4

其他寄生虫病防治

包虫病、丝虫病网

报病例核实、处置率
≥90% 0.4 100.00% 0.4

慢性丝虫病患者关

怀照料咨询（电话、现场）
≥10次 0.4 15.00次 0.4

人群重点寄生虫感染率 ≤0.5% 0.5 0.11% 0.5

重点寄生虫病监测人次 ≥15000人次 0.4 32520.00人次 0.4

职能4：食品安全

食源性寄生虫感染风

险评估

致病寄生虫感染风险监测及

评估
≥2种 0.4 5.00种 0.4

饮用水中两虫监测 寄生虫检测实验室运行 良好 0.4 达成预期目标 0.4

职能5：农村改厕 指导及培训 改厕技术指导及培训 按实际需求完成 0.4 达成预期目标 0.4

职能6：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

输入性寄生虫病处置
病例的发现、上报及处置及

时率
≥95% 0.4 100.00% 0.4



履职

职能6：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

建设应急响应体系 制定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健全 0.4 达成预期目标 0.4

加强寄生虫病应急处

置队伍建设
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 ≥2次 0.4 2.00次 0.4

保证应急物资储备 应急药品、物资储备 完备 0.4 达成预期目标 0.4

职能7：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科技情报信息

服务

杂志编辑出版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出版发行
≥6期 0.5 6.00期 0.5

提升杂志国际影响力 优秀论文双语出版 ≥15篇 0.4 15.00篇 0.4

提升全省血寄防人员

科技论文写作水平

2022年国内外寄生虫病信息

情报汇编出版
≥1次 0.4 1.00次 0.4

职能8：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防治技术培训

基层人员培训

重点寄生虫病检测技术及能

力评估
≥150人次 0.4 200.00人次 0.4

查灭螺、查治病、监测技术

培训
≥150人次 0.4 184.00人次 0.4

疟疾防治技术进展 ≥200人次 0.4 230.00人次 0.4

基层或外单位进修 疟疾病原媒介等鉴别技术 按实际需求 0.4 达成预期目标 0.4

公卫医师规范化培训 培训人数 ≥2人 0.4 2.00人 0.4

技能竞赛 全国技能培训 按计划完成 0.4 达成预期目标 0.4

职能9：血吸虫病寄

生虫病防治科学普及

健康教育
面向社会大众开展寄生虫病

防治知识科普
≥5000人次 0.4 59026.00人次 0.4

科普馆建设更新
寄生虫病科普馆设备更新、

科普材料更新
≥1次 0.4 2.00次 0.4

科普宣传材料设计制

作

平面宣传材料 ≥50000份 0.4 163400.00份 0.4

实用性宣传品 ≥20000件 0.4 20500.00件 0.4

视频材料 ≥2个 0.4 16.00个 0.4

新媒体材料 ≥50篇 0.4 364.00篇 0.4

职能10：实验室平台

及开放服务

开放服务

对外服务企事业单位 ≥30家 0.4 30.00家 0.4

开放服务：对外服务收入

（成本价）
≥70万 0.5 77.55万 0.5

入驻企业 ≥2家 0.4 3.00家 0.4

实验室平台

实验动物中心平台运行 良好 0.4 达成预期目标 0.4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 ＝100% 0.4 100.00% 0.4

实验室设备管理系统运行状

况
良好 0.5 达成预期目标 0.5

仪器设备完好率 ≥95% 0.4 95.00% 0.4

职能11：世卫组织合

作中心运行

合作中心的运行与管

理

出具合作中心年度报告并通

过WHO认可
≥1次 0.5 1.00次 0.5

职能12：国际合作

援外血吸虫病疟疾防

治培训班

申报援外培训项目数 ≥2项 0.4 4.00项 0.4

援外项目实施完成率 ≥90% 0.4 100.00% 0.4

援桑给巴尔血吸虫病

防治技术援助

援外专家能力培训完成率 ≥100% 0.4 100.00% 0.4

第二轮援桑项目专家库建设

完成率
≥100% 0.4 100.00% 0.4

线上形式指导非洲员工开展

工作
≥20人次 0.5 30.00人次 0.5

第二轮援桑项目方案通过国

合署和驻外使领馆审核完成

率

≥100% 0.4 100.00% 0.4

技术标准 ≥1项 0.4 1.00项 0.4

效益

经济效益

寄生虫病防治效果 良好 10 达成预期目标 10

服务企事业单位 ≥30个 6 53.00个 6

社会效益 对外服务收入（成本价） ≥70万 6 443.76万 6

可持续影响 提高院所国内国际影响力 有影响力 6 达成预期目标 6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90% 10 95.00% 10

合计 100 99.5



绩效等级 优

主要成效

（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组织党员干部“冬训”和“夏训”。制订《科研绩效评估办法》、《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和《横向项目管理办法》

等科研管理制度，修订完善了绩效分配细则，建立完善了首席专家制、人才津贴制、阶梯式激励制、职称内聘制、博士后管理规定、

高层次人才，进办法等各项制度。健全落实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把“三项机制”贯穿到使用干部、激励作

为、推动工作全过程。推进人才引进与培养，积极推进无锡市人才认定工作，完成B2类人才认定1人，D1类人才认定4人，1人

被列为省“333人才工程”二层次培养对象，4人被列为三层次培养对象。开展6名所级优秀人才培养，新增青年PI 2名，对

2个科研创新团队和7个青年PI进行动态管理和考核。（二）“书记项目”牵头抓重点，“科室品牌”强基重落实充分发挥所党委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制定《关于开展“书记项目”和“科室品牌”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打造“一支部一项目、

一科室一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制定《“‘党建+科普’健康惠民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用科普传播知识，用

声音传递健康”2022年度科普宣讲比赛暨“连心桥”志愿科普宣讲队比赛活动，，推进“铸魂育人”健康文化宣讲行动、“传道

解惑”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强体健魄”健康管理便民服务三大行动，做到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国际，在

央视和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做守护群众的健康卫士。各部门围绕所的“十四五”发展目标，开展“智慧血吸虫病防控体系构建

与应用”、“创办热带医学领域英文学术期刊”以及“‘保·安心’服务品牌”等17个科室品牌建设。（三）加强部省级重点实验

室建设，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积极申报江苏省“十四五”卫生健康科教能力提升工程，获批省卫生健康委“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

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寄生虫病预防与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 “十三五”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五年考核评估，获评“良

好”等次。全面推进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确定质量体系手册和程序文件，建立人员档案资料，签发授权书和上岗证；建立了实验室管

理人员与科研人员定期沟通机制，大型仪器设备做到定期保养及维护，仪器正常运行率达95%；对动物中心空调系统、消控系统、

视频及温湿度监控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获得屏障环境SPF级的大、小鼠实验动物和普通环境普通级兔的使用许可证 ；完成了显微镜

暗室、二楼准备间办公场所、三楼准备间改造。（四）创新开展现场防治，切实发挥技术指导作用所领导分头带队赴基层开展防急感

现场督察，提高各地对血寄防工作的重视；在线上线下业务培训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基层血寄防业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 ，打造全方

位业务培训体系；组织各地开展寄生虫病防控创新试点的申报和实施 ，努力通过技术和策略创新应对当前寄生虫病防控的难点和痛点

。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抓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血吸虫病精准防控 ，研发了面向复杂环境的钉螺智能监测系统 ，有效解决了

人工识别血吸虫宿主钉螺漏检、误判等实际问题。获得了2022年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科学技术应用奖，并成功入选江苏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2022年江苏省人工智能融合创新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 ”。制订《江苏省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能力评估方案 》，率先在

全国开展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能力评估工作 。（五）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全面提升公益服务能力2022年我所与江苏达伯药业公

司签订了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与达伯药业合作，2022年顺利获得了血吸虫抗体IgG检测试剂盒（胶体染料法）的生产许可证

；与江苏省奇天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基于重组酶介导的核酸等温扩增技术的日本血吸虫基因检测技术 ，成功建立了日本

、埃及、曼氏血吸虫以及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等 4种检测方法及试剂盒，获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的授权；与硕世生物科技公司合

作研发的疟疾诊断试纸条正在申报国家食药监局生产许可 ，合作研发的疟原虫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定量PCR法）已经申报发明专

利。研究所还协助无锡和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特立帕肽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研究 、注册上市申报资料的撰写及注册申请工作 ，艾塞

那肽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研究，注射用促胰岛素分泌肽融合蛋白的临床 Ib期试验研究。为农药企业提供药效评价服务8项，为无锡瑞

景城市服务公司提供外来入侵生物福寿螺防控技术服务 1项，实验动物中心为12家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存在问题

1、寄生虫病防控形势和外部环境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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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有绩效工资体系激励力度有限，给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运行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高端人才引进困难，分配平均主义现象依然存在

。3、对转型发展开拓和探索步伐较慢，技术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有待加强，落实“十四五”规划和单位高质量发展方面还需持续发力

。4、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需要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深度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需要提升。

整改措施

（一）现场防治务“实”着力提升全省血寄防队伍的业务水平，加快推进新技术的研发应用，逐步完善高效敏感的监测系统，巩固疾

病防控成果。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做好人畜和野生动物传染源控制，对全省钉螺环境实施精准调查与控制 ，完成血吸虫病监测规范

区建设与省级风险评估工作，加快敏感有效的血吸虫病监测体系建设，实现血防管理平台升级改造，有序推进血吸虫病消除达标考核

。在疟疾等重点寄生虫病防治方面，稳步推进全省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能力评估工作 ，加强发热门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管理水平 ，防

止发生本地继发传播，减少重症和死亡疟疾病例发生；开展全省寄生虫检测技能评估、寄生虫镜检互动平台建设、蠕虫卵样本库建设

，推进全省土源性线虫病传播控制与阻断工作 。另外，通过增加监测试点地区，完善标准化流程等手段，推进江苏省居民寄生虫病健

康素养标准化建设；提升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运营水平，提高健康教育新媒体平台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二）科学研究攻“坚”加强

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开展科研团队和青年PI中期考核。围绕当前血寄防工作面临的难点和痛点 ，有组织开展血吸虫、寄生虫及

其媒介的生物学与防控技术的研究工作，迎接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的重组评估。（三）技术服务提“档”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实

验室精细化服务水平；对实验室平台功能分区和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规划与调整 ，进一步提升实验室服务效率；通过多方位宣传，提升

实验平台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实验室服务开放能力。加大体检营销工作力度，关注重点目标人群，提升体检业务的规模和档次；在

做好常态化门诊业务工作基础上，培育特色专科，有序推进业务拓展和发展转型，带动相关业务增长。进一步拓展血防杂志服务内涵

，保持期刊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在全球范围组稿约稿，为新创办英文期刊《病原感染与传播解析》争取高质量稿源

，争取年内发表论文15~20篇，获得100次左右被引，被1~2个国际数据库检索。做好援桑血防二期项目的设计和方案论证

，科学制定考核指标和阶段任务，稳步推进项目的招标和组织实施。（四）管理保障求“精”创新探索“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为

人才搭“成长梯”、 画“路线图”、建“蓄水池”，进一步推进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综合目标考核机制，凝心聚

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继续完善财务制度、优化财务流程，提高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完善招标采购管理，增强后勤服务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驾护航建设发展好环境；利用超融合平台优化网络配置，提升网络安

全，整合单位综合业务系统功能，全面升级OA系统，提高办公智能化水平。（五）党建纪检守“心”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一步压实责任、夯实根基、落实制度，深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等工作。以文明创建、先进典型与事迹的“选树立”以

及单位文化氛围建设为抓手，抓形象、抓典型、抓宣传，用文化凝心聚魂。做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落实整改成果应用，在成果应

用上取得实效。监督落实政治巡察整改措施，完善风险防控制度，加强单位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