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长卫健发〔2024〕28 号

关于印发《2024 年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

工作计划》的通知

区内各相关医疗卫生健康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2024 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要点》，立足

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区卫健委制定了

《2024 年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

按照文件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2024 年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计划

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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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计划

2024 年是深入贯彻实施市、区卫生健康事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推进公共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也是疾控系

统改革全面实施的一年，根据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关键能

力提升为主线，以服务内涵建设为重点，对标“四力四城”建设

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动公共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提升

疾病预防控制能力，保障区域公共卫生安全。

一、推进疾控体系高质量发展

1.加快疾控体系重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稳妥有序推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改革。持续发挥

区公共卫生联席会议议事协调机制作用，加强部门协同。加快区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区域公共卫生继续教育培训中

心、区健康促进和教育展示中心、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实验室“四

大中心”的规划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研究，探索建立以疾

控机构为主导，各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

区域疾病控制健康联合体。

2.强化疾控机构职能建设

完成区疾控中心搬迁工作，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现代化建

设，强化疾控机构核心职能，提高“五大能力建设”（疾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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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评估能力、医防融合的健康管理能力、公共卫生安全保障

能力、科研转化和科普宣传能力、信息利用与决策支持能力）启

动区域公共卫生联合实验室建设，加强区疾控中心与区属医疗机

构、第三方实验室合作共建，优化平急转换机制，提升区域实验

室应急检测能力储备，实现质量与效率优势互补。

3.加强医疗机构疾控职能

落实国家《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开展宣贯培训

和督导检查，探索开展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工作评价。强化医疗

机构公共卫生职能履行，结合疾控专员工作制度的深入推进，在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规范设置公共卫生或预防保健科室，配齐专

（兼）职工作人员，优化运行机制，促进医防融合。

4.全面推进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高质量项目

对照公共卫生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医

防融合的健康管理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探索、公共卫生管理和社

区卫生服务能级提升、惠民服务，结合第六轮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三年行动，持续推进区公共卫生高质量发展项目，强化项目全程

规范管理，严格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加强绩效目标评估，注重项

目转化及成果推广。

二、夯实区域公共卫生安全

5.提升区域疾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能力

结合区域“数智基座”建设，组织实施本区区域传染病监测

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项目，根据国家和市疾控局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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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3 个新建系统的开发建设和 4 个已有系统的优化升级，重点做

好“区传染病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和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

软件的部署应用，落实网络安全及视频会商等基础硬件部署。推

进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网络建设，重点强化医疗机构疫情报

告、哨点医院综合监测、实验室病原监测等监测质量，增强重大

新发突发传染病早发现能力。规范开展疫情风险评估，加强评估

结果应用。组织实施传染病监测预警人才培养项目。聚焦饮用水

卫生、空气污染、新污染物等环境健康问题，健全监测网络，组

织实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适宜技术应用试点工作。

6.提高区域传染病应急处置能力

对标对表国家和市应急处置预案体系，完善本区预案，细化

兼具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应急处置制度及流程。落实传染病应急

队伍标准化建设，强化核心队伍及预备役队伍的分级分类管理，

实现“人员配备标准化、装备配置标准化、队伍管理标准化、培

训演练标准化”。启动区应急作业中心及配套信息化建设，强化

针对性应急培训和实操性应急演练，强化先期处置能力和统筹调

度效能。

三、巩固提升重点疾病防控工作

7.做好重点及新发输入少见传染病防控

全面落实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措施。针对传染病季节流

行特征，做好霍乱、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流感、麻疹等呼

吸道传染病，登革热、疟疾等虫媒传染病，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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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控。巩固完善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强化部门之间的信息

沟通、联合研判和协同处置，共同督促指导托幼机构、中小学校、

养老机构等规范落实防控措施。

8.持续推进结核病、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

贯彻落实国家结核病、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防治规划，以

及消除麻风危害可持续发展规划，巩固提升防治成果。推动第五

轮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围绕“2+X”等重点领域探

索多部门联合的艾滋病精准防治模式，开展“世界艾滋病日”主

题宣传活动。完善结核病“促、筛、诊、治、康”五位一体的全

过程综合防治体系，推动“无结核社区”建设；加强医教结合，

推动落实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探索糖尿病患者结核病筛查

工作机制和流程，提高糖尿病患者结核病早发现率和治疗率。推

进实施《上海市消除丙肝公共卫生危害行动方案》，进一步规范

丙肝定点医疗机构病例发现、转介、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开展

育龄期妇女丙肝筛查干预；重点推进 HIV 自愿咨询检测人群丙

肝筛查干预。

9.规范预防接种服务管理

继续加强各级各类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管理，开展预防接种

相关人员全员培训及免疫规划专项督导。进一步完善预防接种服

务，维持免疫规划疫苗高接种率。组织实施有关人群第二剂次脊

灰灭活疫苗补种，持续落实消除麻疹综合防控措施。统筹做好重

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继续做好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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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适时推进流感、HPV 等疫苗接种。不断更新接种门诊冷链硬

件水平，保障接种安全。

10.做好重点寄生虫病、地方病防治工作

贯彻国家和上海市消除血吸虫病行动方案，持续巩固本区消

除血吸虫病状态。落实疟疾等重点寄生虫病综合防治措施，加强

监测预警和联防联控。继续做好碘盐及碘营养状况监测，聚焦孕

产妇等重点人群，加强健康宣传和指导，推进消除碘缺乏病危害。

11.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

继续强化卫生健康-政法-公安多方联动，完善“市-区-街道

（镇）”三级防治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协同发展的精神卫

生管理和康复服务模式，探索构建市-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医联

体。加强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巩固联动处置机制，畅通应急医疗

处置“绿色通道”。优化综合风险评估和分级分类服务管理工作

模式，探索应用“云随访”等互联网模式，促进面访全覆盖。防

治关口前移，重点落实疑似患者筛查、评估、管理工作，核实确

诊新病例纳入社区服务管理。持续开展无业贫困患者免费服药项

目，推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长效治疗药物使用。推动优质资源下

沉社区，促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管理。

筑牢底线，落实重大活动精神卫生保障和心理危机干预任务。优

化推进重型精神障碍患者一体化管理项目。

四、提升全人群健康服务和管理质量

12.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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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迎接新一轮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国家级复审

工作为抓手，统筹全区慢病防控优势资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长宁模式。创新医防融合、医防协同机制，促进疾控-医院-

社区联动融合，推进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建设，完善家

庭医生签约制度下“以人为核心”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持续完善区域慢性病和伤害综合监测体系，加强肿瘤、心脑血管

急性事件以及伤害病例登记报告规范，开展 2024 年上海市慢性

病及其危险因素调查项目。构建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慢性病健康管

理和综合干预模式，推进心血管病、常见恶性肿瘤、高血压、糖

尿病、COPD 等重点慢性病筛查。提高伤害监测信息化管理水平，

针对重点人群加强伤害预防宣传教育，提升社区、学校伤害预防

和干预能力。

13.深化视觉健康和口腔健康工作

持续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治，统筹做好超重肥胖、脊

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多病同防”。完成儿童屈光发育档案

全覆盖建立工作，推进儿童近视有序转诊和规范治疗。继续开展

老年人屈光不正矫正、白内障及糖尿病眼病等成年人视觉健康管

理，落实红眼病防控各项措施。推进 2 家社区建立社区视觉健康

智能管理中心（VIMC）常态化运行。强化基层眼病防治工作者的

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培训，打造一专多能的眼病防治队伍。试点

开展“基于风险评估的儿童青少年龋病分级管理”，探索建立更

完善的儿童口腔健康管理模式。开展弱势人群口腔健康长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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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干预，探索开展以社区老年人、职业人群、残障儿童为对象的

口腔健康管理。加强与教育部门沟通协调，试点实施“健康副校

（园）长”制度。

14.拓展心理健康服务内涵

持续做强做大“心视野·心对话”主题论坛，围绕“299 大

象啾啾”打造心理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科普品牌，注重成果产出

与转化。加强媒体合作，多形式、多平台普及传播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开展全区国民心理

健康素养调查与监测、心理健康促进优秀案例评选工作。面向重

点人群开展系列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深化医教结合工作机制，构

建“家-校-医-社”整合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开展“学习困难

”门诊转介通道建设。加强人员能力建设，提升基层心理健康服

务能力。加强部门联动，深化部门合作，打造长宁心理健康促进

生态联盟。心理危机干预和热线志愿者队伍提质增能，提升服务

能力和质量。加强心理热线宣传，提升热线服务知晓和利用度。

五、健全公共卫生工作保障机制

15.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化管理

提高公共卫生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梳理完善辖区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的服务内容、服务流程、考评指标，对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进行标化、量化、绩效化测算与分析，规范中央补助

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以及社区预防保健经费拨付使用及绩效

评价。梳理明晰对专业机构、医疗机构、社区公共卫生工作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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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评价标准。

16.优化人才学科建设保障

推进疾控专业机构与区属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深度

协作，健全人才流动、交叉培训、服务融合、信息共享等机制。

探索公共卫生医师下沉社区机制，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

生服务能级。深化专业机构和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基层应

用型公共卫生技术培训，依托 PI 团队、创新团队、硕博基地建

设、高质量项目等，加强公共卫生学科人才建设。

附件：2024 年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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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核心指标

1.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持平或低于五年平均水平

2.传染病疫情报告及时率：100%；传染病网络报告率 100%；

审核及时率：100%

3.监测点医院采样达标率：100%

4.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发热门诊/哨点覆盖率 100%，肠道门

诊覆盖率 80%以上

5.区属医疗机构基于医院电子病历直推的传染病疫情报告

智能提醒插件应用率 100%

6.影响重大的传染病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情况：得到

有效控制

7.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98%；

免疫规划疫苗统计接种率≥90%

8.老年人肺炎疫苗意愿接种对象接种率：≥90%

9.规范性预防性门诊建设完成率：100%

10.接种门诊疫苗扫码接种率 100%，疫苗报损扫码率 100%

11.结核病人规范管理率：≥95%，成功治疗率≥90%

12.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随访管理：随访完成率≥90%，配偶

检测率≥90%，治疗覆盖率≥90%，结核检查率≥90%

13.慢病患者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前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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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管理率≥82%；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率≥30%

14.肿瘤报告卡录入合格率>96%，区内重复率为＜0.2%;录入

正确率≥98%

15.心脑血管急性事件漏报率：＜5%；登记报告信息错误率

＜5%

16.住院伤害病例登记漏报率：＜5%

17.老年人眼健康档案规范管理率:≥50%

18.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建档率:100%

19.糖尿病患者眼健康档案规范管理率：一般对象≥50%，重

点对象≥70%

20.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项目任务完成率：100%

21.初筛阳性对象肠镜检查参与率高于上一年度全区初筛阳

性对象肠镜检查参与率，或在该社区上一年的基础上提高 10%

22.口腔疾病干预的儿童覆盖率≥40%

23.学生恒牙充填率≥60%

24.适龄儿童窝沟封闭覆盖率≥40%

25.高危儿童窝沟封闭牙齿均数≥2.5 颗

26.精神疾病报告患病率≥5‰

27.在册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99.5%

28.在册精神障碍患者规律服药率≥92%

29.在册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率≥97%

30.在册精神障碍患者面访本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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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册精神障碍患者体检率≥95%

32.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新病例建册率 100%

33.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长效药物指标任务完成度 100%

34.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云随访指标完成度 100%

35.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20%

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3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