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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于都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所

属公益一类财政全额补助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疾病预

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相关工作、疫情及相关

因素管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

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设 16 个股室，包括：

办公室、财务股、传染病预防控制股、免疫规划股、业务股、

监测股、预防医学门诊部、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股、地方病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股、慢性病预防控制股、健康教育股、检

验股、职业卫生股、学校卫生股、党办、信息股。

核定编制人数 123 人,其中：全额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123

人。实有在编在职人数 55 人，退休人员 35 人，遗属补助人

员 3 人，临时聘用人员 35 人。

第二部分 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3 年单位预算

表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203002]江西省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1,006.3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96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6.34 卫生健康支出 6,223.4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56.97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

三、事业收入 350.00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 5,000.00

本年收入合计 6,356.34 本年支出合计 6,356.34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九、上年结转（结余）

收入总计 6,356.34 支出总计 6,356.34





















第三部分 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3 年单位预算

情况说明

一、2023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

6356.34 万元（其中疫苗成本 39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减少 409.5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006.34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减少 859.55 万元;事业收入 350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3550 万元;其他收入 50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增加 3900 万元（本年预算根据省财政厅赣财库〔2022〕28

号及江西省非税收入管理文件精神：疫苗成本从事业收入改

为单位资金其他收入支出）；无国库集中支付网上结转（上

年结转、结余）。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出预算总额为

6356.34 万元（其中疫苗成本 39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减少 409.55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643.34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6.7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40.07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7 万元；项目支出 5713 万元（其中

疫苗成本 39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16.34 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2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443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支出

6223.41 万元（其中疫苗成本 39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减少 321.5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96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4.61 万元；事业单位医疗 20.76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59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 5.19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6.97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12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860.07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6.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443 万元（其中

疫苗成本 39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667.65 万元;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3.2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24 万

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

额为 1006.3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859.55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643.34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6.7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640.07 万元,

无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7 万元,无资本

性支出；项目支出 363 万元,与上年预算安排持平;其中：商

品和服务支出 363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5.96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61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873.41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845.1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6.97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45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640.07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32.5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63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减少 859.5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7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24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政府性基金使用预

算。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运行费预算 5223 万

元（其中疫苗成本 3900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290.75

万元，增长 5.9 %。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政府采购 12.55 万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2.55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其中一

辆为传染病疫情处置及免疫规划专项用车，另一辆为业务专

用疫苗冷链车。

2023 年本单位预算无购置车辆安排，无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安排。

（九）预算项目情况说明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算项目 1 个，疾病防

控工作经费 363 万元，主要为计划免疫接种配套经费、卫生

检测防疫服务工作经费及艾滋病防控经费 ，由县财政局据

实核拨。

1）项目概述：保障卫生行政和市场管理部门的监管工

作需要的预防性健康体检、企业的卫生检验检测、处理传染

病等疫情的卫生防疫服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不影响有关行

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销售等活动；

保障公众饮用水、食品等卫生安全；维持以乡镇为单位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 90%以上，保持全县无脊灰状态及麻

疹发病率控制在 1/100 万以下，控制相关传染病发病率以及

最终消灭相关传染病。保障全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如控制

了相关传染病则可降低医保经费支出和减少居民看病支出；

提高大众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2）立项依据：根据 1.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联合下发《关

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20 号）明确要求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取消或停

止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2.江西省财政厅文件（赣财社

〔2009〕217 号）各级财政应足额安排本级实施扩大国家免

疫规划所需工作经费（按标准市、县工作经费分别为 0.48

元/剂次、1.77 元/剂次）

3）实施主体：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实施方案：

①对入职于于都县辖区含乡镇范围内的各类从事接触



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根据《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直接从事挤奶工作的人员、生鲜乳收

购人员、乳制品生产人员（根据《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药品生产

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人员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直接从事化妆

品生产的人员（根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七条的有关

规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直接从事消毒产品生产的操作人

员（根据《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直接从事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水

质处理器（材料）生产的人员（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

人员（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其

他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进行预防性健康检查的人员，凭

于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或于都县卫生监督执法局（按从事行

业划分）出具的《办理健康证明通知单》，办理预防性健康

体检。简化程序，提供最方便、快捷的服务，严把体检对象

入口关，确保体检人员符合免费预防性健康检查的相关条

件，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

②城区饮水卫生检测，对于都县城自来水公司出厂水

1-2 份，随机抽取东、南、西、北、中 5 个方位用户末梢水。

原则上要求每 2 万人口设置 1 个监测点，共设 15 个监测点，

每季度检测与公示一次。开展饮用水常规指标和氨氮指标监

测。微生物指标：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若总大肠菌群检



出时，还必须增加检测耐热大肠菌群或大肠埃希氏菌；消毒

剂常规指标：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游离氯）、二氧化氯，根

据使用的消毒剂选择对应的消毒剂余量指标；感官性状和一

般化学指标：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铝、

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

耗氧量、挥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毒理指标：砷、镉、

铬（六价）、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以 N

计）、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亚氯酸盐、氯酸盐；非常规指

标：氨氮；水样采集、保存、运输、检测按照《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2006）规定执行。每季度采样

时间原则上统一为 2 月、5 月、8 月、11 月。检测结果评价

标准：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进行

评价。

③贯彻国务院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卫生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门为投资客商、企业职工提供健康

教育、健康检查、咨询等服务，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

卫生保健支撑。进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卫生防病等方面的问

题。积极到企业宣传卫生法律、法规，帮助企业落实《国家

职业病防治法》，积极预防职业安全事故；积极开展职业病

危害现状调查；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开展监测工作。

以化工园区职业病防治为重点，主动介入职业危害因素控

制，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严防群体性职业健康危害

事件。努力减轻企业负担；开展技术指导，预防食物中毒。

④在县城举办至少一场大型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



入校园开展知识讲座，调查，发放宣传单 3 万份。

⑤规范开展预防接种服务，保证全县适龄儿童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达 90%以上，减少接种事故。加强 AEFI 监测，提

高报告敏感性，根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全

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江西省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补偿办法》等工作要求，及时上报 AEFI，建立 AEFI

报告登记本，规范调查、处置，并及时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病例进行补偿。乡级接种单位报告覆盖率达 100%。

⑥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在秋季入

学之际，加强与教育部门的工作联系，确保儿童入托、入学

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和漏种儿童补种工作顺利开展。严格按

照《江西省儿童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实施方案（修

订版）》认真开展查验工作，对查验发现的漏种儿童及时进

行补种。保证全县入托、入学机构查验率达 100%，新入托、

入学学生查验率达 95%以上，疫苗补种率达 90%以上。

⑦做好疫苗针对疾病相关工作，为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消

除麻疹目标，做好含麻疹类疫苗的及时接种和麻疹、风疹病

例的监测工作，实现麻疹类疫苗首针及时率达 90%、24 月龄

儿童麻疹疫苗的全程接种率达 95%目标。提高麻疹监测敏感

性，发现麻疹病人，及时按暴发疫情处置，严格按照《麻疹

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2014 版）》和《麻疹疫情调查

与处置技术方案》等要求，积极组织对所有接触者（不论有

无接种史）进行应急免疫，确保不出现二代续发病例和暴发

疫情。加强 AFP 病例监测。所有监测工作根据相关监测方案



开展，确保排除病例报告率、个案调查及时率、样本采集率

及时送达率等均符合要求。

⑧加强辖区接种单位培训、指导，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建立定期指导制度，县级对乡级督导每年至少 6 次，每次对

基层接种单位的督导覆盖率应不低于 35%，并及时通报反馈，

及时发现基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到位。加强辖

区接种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提升预防接种服

务水平，每年培训不少于 2 次。

⑨做好预防接种宣传工作，积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利

用微信公众号、家长课堂等，通过举办培训班、妈妈课堂、

主题日活动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深入开展预防接种知识及

政策的宣传工作，正面宣传国家免疫规划政策和《疫苗流通

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使群众对预防接种服务满意保持在

90%以上。

5）实施周期：长期

6）年度预算安排：财政拨款 363 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目标 1：预防传染病和保障公众

健康；目标 2：办理食品相关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 100％；

目标 3：全县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覆盖率 100％； 目标 4：

维持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 90％以上； 目标 5：保持

全县无脊灰状态及麻疹发病率控制在 1／100 万以下； 目标

6：无其它免疫规划疫苗相关疾病流行； 目标 7：普通群众

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到 85％； 目标 8：有效遏制艾滋病疫

情蔓延。



数量指标：指标 1：相关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20000

人次；指标 2：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及产品卫生防疫检测≥

500 份；指标 3：免疫规划工作督导、培训≥6 次。

质量指标：指标 1：相关检测完成率≥100%；指标 2：

适龄儿童建卡建证率≥98%；指标 3：产品检测及时率＝100%。

成本指标：疾病防控工作经费 363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指标 1：降低疫苗相关传染病发病率，

无疫苗针对传染病疫情爆发；指标 2：有效遏制艾滋病疫情

蔓延。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95%。

二、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 年于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公”经费事业单位

资金预算安排 19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比上年无增减，本单位年度

内无因公出国（境）公务安排等。

公务接待费 7 万元，比上年减 2 万元，主要原因是：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等有关规定,全面贯彻落实过“紧日子”的工作要求，严控

“三公”经费的开支范围和标准,压缩了公务接待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 万元，比上年减 1 万元，主要

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减少

不必要开支等。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本年度无购车计划。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3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六）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2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支出。

（二）行政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

安排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三）公务员医疗补助：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医

疗补助经费。

（四）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

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三、部门涉及的专业名词

（一）“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二）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