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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健康档案的建立和追踪项目

单位名称（公章）： 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

项目负责人：尹晓娜

填报人：张晶宇

联系电话：1352846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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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立项依据。根据国家卫生部、教育部

76 号令《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儿童心理保健

技术规范》及《深圳市推进妇幼安康工程实施方案》文件要

求，从 2014 年开始我院和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每

年为辖区幼儿园儿童建立心理行为发育健康档案，向家长了

解儿童母亲在孕前、孕期的情况，儿童出生后 0-3 岁的一些

情况，以及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家庭环境情况等，建立队列，

追踪 9 年直至其初中毕业。同时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评估，将筛查结果反馈给家长，及时掌握学龄前儿童的心理

行为发育水平，营造良好环境，科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二）项目管理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

1.项目单位。龙华区妇幼保健院作为项目指导和管理单

位，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作为合作单位，辖区取得办学许

可证的幼儿园作为项目执行单位。

2.项目管理小组。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

管理和人员协调，定期检查督导项目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将

检查结果向区卫生健康局反馈。组长为吴传安；副组长包括

温国明、杨伟康；成员包括薛志强、严惠婷、尹晓娜。

3.项目业务小组。成立项目业务小组，主要负责项目的

组织实施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组长为孙灯利；副

组长为张晶宇；成员包括洗丹霞、赵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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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项目资金预算和分配情况。该项目资金主管部门为深

圳市龙华区卫生健康局，使用单位为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

院。2018 年该项目预算情况：

（1）项目推广宣传 15 万；

（2）中山大学科研技术支持 10 万元；

（3）筛查技术专项培训 14 万元；

（4）筛查 APP 的开发和维护费用 24 万；

（5）项目实施工作的成本支出，包括人、交通等相关劳

务费，外出培训等费用 17 万；

（6）筛查可疑儿童的复诊和大型针对性专题讲座 15 万；

以上各项合计使用资金 95 万元。

2.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由院办和财务牵头组织开展项目启

动，资金使用说明和列支具体范围，各科室制定使用计划。

按照院里制定的项目分配表，严格按照财政拨款和审核支出

范围进行组织和实施评价工作，对项目开展和资金执行情况

每季度考核一次。最后，归纳问题，提出原因和解决方法。

项目负责人针对项目实施情况细化工作职责，确保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工作达到预期目的。

（2）资金使用情况。第一阶段项目准备：项目问卷制定

及中大科研技术支持费用支出、筛查 APP 开发及维护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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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项目推广：推广宣传支出。第三阶段项目开展：筛

查技术专题培训、项目实施的成本等。第四阶段项目后期：

筛查可疑儿童复诊、提升大众认知的专题讲座。

（四）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

（1）年度目标：采用“龙华妇幼”手机 APP 形式开展档

案及问卷填写,家长通过 APP 查询结果反馈，同时我院将筛

查可疑儿童的结果统一汇总反馈给幼儿园，幼儿园进一步做

好复诊督促及个案追踪工作,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改善预后。

（2）长期目标：根据学龄前儿童健康档案的资料，通过

定期随访、动态追踪儿童健康状况的发展趋势，根据儿童不

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对其健康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估，可

以早期预防各种问题的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问题可以达到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目的，改善预后，最终促

进辖区所有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

2.项目完成情况：

2016 年起，全区性项目《集体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筛查与

干预项目》与《学龄前儿童健康档案》以及《健康育苗行动》

相结合，儿童健康档案和心理筛查对象从以往的中班儿童到

幼儿园全部儿童，扩大了覆盖范围。

同时开发“龙华妇幼”手机 APP，采用手机 APP 形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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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档案及问卷填写。2018 年对全区 231 家幼儿园中共计

76560 名儿童进行了心理筛查，新建档案 19029 名，家长通

过 APP 查询结果反馈，同时我院将筛查可疑儿童的结果统一

汇总反馈给幼儿园，幼儿园进一步做好复诊督促及个案追踪

工作。

二、项目绩效评价结论和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项目按照专项资金的标

准，预算合理，资金使用控制到位，全部用于学龄前儿童健

康档案项目。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专项资金拨付到位，成

本预算合理，资金使用规范，全部用于项目实施。

3.项目完成情况。整个项目运行顺畅，取得的社会评价

良好。各项指标如期完成，达到预期目标，各项指标工作完

成质量较好。其中，通过对健康档案中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母孕期情况、0-3 岁发育情况、家庭环境情况等数据，与儿

童的发育、情绪、行为、言语、运动等问题进行关联分析，

通过动态队列追踪、问题原因分析、对策与建议等方式，较

为系统地对辖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育水平和健康状况

进行了科学分析，受到了全市的普遍好评。今后，我院将进

一步采取措施，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保障政策落实到位，确

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

三、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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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的具体要

求，此项目达到了预期要求和目标。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举办讲座近 40 场，

新建档案儿童近 2 万人，筛查儿童 7 万余人。发现可疑儿童，

有效改善预后；且提高家长及大众对儿童心理行为知晓情

况。

3.可持续社会效益。动态追踪了儿童健康状况的发展趋

势，及早的发现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并进行及时的诊断和干

预。通过每年为辖区幼儿园儿童建立心理行为发育健康档

案，建立队列研究，追踪 9 年直至其初中毕业，及时掌握学

龄前儿童的心理行为发育水平，营造良好环境，科学促进儿

童健康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

根据项目完成的质量及效率来看，总结经验，可以加大

预算，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和评估指标，定期做绩效评价，并

做出分析，来发挥督导作用及进一步加强社会影响力。

五、相关建议和整改措施

1.开发“龙华妇幼”手机 APP。内设心理行为筛查、教

师问卷调查和健康百宝箱 3 部分，APP 的建设和使用，节约

成本、完善了筛查体系，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2.家长对儿童心理保健知识缺乏，对筛查重视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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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性略差。筛查可疑儿童的复诊率低。采用多种形式加强

项目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家长培训和健康教育宣讲，提升家

长知晓率，通过幼儿园的力量，提高可疑儿童的复诊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