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阳市财政局文件

揭 市 财 社 〔2025〕32号

揭阳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25年省级 

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传承发展 

中医药事业)专项资金的通知

揭阳市中医院，普宁市财政局：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省级医疗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专项资金的通知》（粵 

财 社 〔2024〕331号）和市卫生健康局的资金分配方案，现 

将 揭 市 财 社〔2025〕13号下达给市卫生健康局 2025年省级医 

疗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发 展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专项资金调整 

下 达 给 你 们 （详 见 附 件 1-2)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 科 目 ，支 出 列 2025



年 “ 21017中医药事务 ” 相关科目。

二、请各地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在 

预算执行过程中，对 照 绩 效 目 标 （附 件 3) ，科学设定项目 

绩效目标，加强资金监管，专款专用，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 

期实现。

附 件 ：1. 2025年省 级 医 疗 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传承发 

展中医药事业）专项资金分配总表

2. 2025年 省 级 医 疗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发 展 （传承发 

展中医药事业）专项资金分配明细表

3. 绩效 目 标 表 （提前下达 2025年省级医疗卫生 

健 康 事 业 发 展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专项 

资金）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 送 ：揭阳市卫生健康局

揭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 0 2 5年 4 月 2 1 日印发



附件1

2025年省级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专项资金

分配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项目名称 收回金额
调整下达 

金额
备注

揭阳市卫生健康局

2025年省级医疗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 

(传承发展中医药 

事业）专项资金

15.50 收回揭市财社〔2025〕 
13号下达的资金

揭阳市中医院 0.50

普宁市 

(普宁市中医医 

院 ）

15.00

合计 15.50 15.50



附件1-1

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任务表

单位
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 

建设单位（家）

揭阳市 25

揭阳市疾控中心 1

揭阳市人民医院 1

揭阳市慈云医院 1

揭阳市中医院 1

揭阳市妇幼保健 1

揭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1

揭阳市荣军优抚医院 1

榕城区 3

揭东区 3

普宁市 5

揭西县 4

惠来县 3



附件2

2025年省级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专项

资金分配明细表
单位：万元

单位 资金合计 中医药科研项目 中医药人才培养培训

揭阳市 15.5 0.5 15

揭阳市中医院 0.5

普宁市

( 普宁市中医医院）
15.0 15

备注：中医药人才培养培训项目任务在普宁市中医医院，按照巳安排的资金，尽量扩大 

培训覆盖面，原则上培训人数不少于34人。



附件3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省级主管部门 省中医药局

市级主管部门 揭阳市卫生健康局

资金情况（元 ） 155,000

项目概述

国家和省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意见》、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等陆续出台。近年来，我省中医药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但离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离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地对中医药发展重视程 

度不足，中医药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二是城乡、区域中医药发展不平衡；三是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发展不平衡；

四是中西医工作发展不平衡等方面。因此，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极大促进了我省中医药事 

业传承创新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资金将有效推动中医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加快实现中医药服务领域全覆盖，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获得感显著提升。资金用于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 

创新发展，主要用于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能力建设、人才培养及科技创新、文化宣传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医 

药专项建设工作等，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等。

总体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覆盖我市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基 

本健全，人人享有更加系统连续、更高质量的中 

医药服务，中西医协同协作的公共卫生应急体制 

机制基本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进一步强 

化 ，中医药人才队伍稳步壮大。坚持中西医并 

重，中医药独特优势有效发挥，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中医药健康需求。

当年度目标

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中医药健康需求。开展中医药人才培养及培养平 

台建设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医药人才培养人数（人次） 34 ( 原则上不少于34人 ）

中医药科研项目数量（个 ） 彡1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90%

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件 得到改善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有效性
严格采购程序，按照财政部有 

关经费标准执行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中医药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重大事故发生率 0%

中医药服务资源配置 逐步优化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患者满意度 彡85%

培训教师及受训学员满意度 彡90%

效
标

绩
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