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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 2021—2023 年爱卫（四害）消杀
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组建绩效评价小组，对深圳市龙岗区卫

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的深圳市龙岗区 2021

—2023 年爱卫（四害）消杀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级为“良”。

具体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粤府令

第 167 号）、《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以及《深圳市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深爱卫〔2022〕4 号）

中关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相关要求，龙岗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引入专业消杀机构，开展全区的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确保

达到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有关病媒生物防控规定标准，预防、

控制和消除病媒生物的危害，防止相关传染病发生与传播，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

本项目 2021—2023 年涉及预算资金 18,272.25 万元，实际支

出 17,943.21 万元，预算执行率 98.2%。

二、主要成效

一是加强源头治理，清除“四害”孳生地。2021—2023 年

分别完成消杀面积 6212.98 万平方米、6300.68 万平方米、6376.75

万平方米，同时注重清源治本，及时清理身边卫生死角、翻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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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清除积水、疏通下水道、明渠、污水沟积水，防止蚊虫孳生，

从根本上遏制四害数量。二是实施科学防制，严控病媒生物密度。

2021—2023 年区爱卫中心每月组织第三方监理和监测公司开展

全区 11 个街道消杀服务质量监理和“四害”密度监测工作，坚

持作业过程和质量监管并重，确保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科学、规范

实施。三是广泛开展宣传，营造浓厚社会氛围。通过媒体、公共

场所电子屏、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大力普及病媒生

物防制相关知识，营造病媒生物防制“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

良好社会氛围。

三、存在问题

（一）四害消杀项目统筹管理不足，各街道做法不一，项目

成本和质量存在风险

一是四害消杀面积的核定依据不统一，缺乏统一的执行标

准，现行核定方法不够科学。二是个别街道的消杀面积范围界定、

计算方式与其他街道不同，合理性有待商榷。三是根据各街道的

消杀项目服务合同，各街道约定的消杀频次、消杀技术人员配比

要求均不一致，难以确保项目的合理成本和高质量服务。

（二）各街道按照统一原则确定招标预算控制价，但是四害

消杀合同约定的全年消杀次数却不相同，导致合同消杀单价差异

较大

各街道均按照四害消杀面积乘以单价确定招标预算控制价，

四害消杀单价为 1 元/年/平方米，但是各街道约定的消杀次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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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

（三）四害消杀项目的成本测算方式不够科学，项目成本投

入经济性不足

一是消杀技术人数的测算标准不够合理科学。二是项目成本

投入经济性不足。

（四）政府采购的效率性和效益性不佳，容易造成财政资金

浪费

一是区卫生健康局的除“四害”消杀监理服务项目和“四害”

密度监测服务项目的采购内容存在交叉或重复。二是应急消杀药

物实际使用率较低，容易造成资金浪费。

（五）项目监督管理不到位，影响消杀服务质量

一是部分街道消杀人员配置未达到合同约定要求，服务机构

长期未进行整改。二是街道四防设施维护工作执行不到位。三是

项目考核验收不规范，存在监管漏洞。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统筹管理工作，统一四害消杀项目实施标准，确

保项目成本合理和服务高质量

一是建议区卫生健康局加强统筹管理，针对四害消杀项目的

服务内容、服务范围、服务标准、价格测算等内容制定统一的规

范或标准，确保项目成本合理和后续高质量服务。二是建议区卫

生健康局做好消杀面积复核工作，加强与各街道办的沟通与联

系，确保四害消杀面积科学合理。三是建议各街道办摸清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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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身实际动态调整或更新消杀面积，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公

司进行面积测绘，以便确保四害消杀面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从

而为年度预算编制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二）严格服务合同管理，明晰合同各项条款，优化完善服

务标准

一是建议各街道严格服务合同管理。二是建议区卫生健康局

针对各街道的服务内容和工作成效开展横向对比，加强消杀服务

效果的分析和总结，注重及时收集各街道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持续优化和完善服务标准。

（三）牢固树立降本增效意识，加强成本测算方式的论证，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能

一是建议区卫生健康局要抓好源头控制，坚持节约优先原

则，深入分析四害消杀项目各项成本投入，细算项目投入产出效

益，加强项目成本测算方式的科学论证，择优选取成本测算方案，

最大限度降低各项支出，严控项目采购成本。二是建议区卫生健

康局加强对消杀技术人员配置原则或测算标准的详细论证，择优

选取人员测算方案，为项目成本控制和决策提供依据。三是建议

区卫生健康局加强与各街道办的沟通和协调，征询成本测算方案

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和优化成本测算方式。

（四）加强项目实施论证，择优选取实施方案，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

一是针对监理服务和监测服务两项工作，建议以结果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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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可考虑取消“四害监理服务项目”或将其主要服务内容合并

至“四害密度监测服务”，避免工作内容交叉或重复。二是针对

应急消杀药物储备工作，建议可以尝试借鉴救灾储备物资、冻猪

肉储备等突发事件的做法，实行企业承储、财政补贴的方式，具

体由区卫生健康局与企业签订药物代储供货协议，发生应急事件

时，由区卫生健康局统筹调拨应急消杀药物，药物费用按实结算。

此种做法既能确保药物按时按质供应，也能防止应急消杀药物浪

费，节约项目成本。

（五）强化过程监督管理，持续提升消杀服务质量水平

一是建议各街道办要抓实过程监管，加大对消杀服务单位的

合同履约监管力度，督促消杀服务机构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压实

合同履约管理责任，同时应规范项目考核验收工作，确保项目完

成实效，进一步提升“四害”消杀服务质量水平。二是建议区卫

生健康局要加大督查考核和落实力度，充分发挥区级监管职责，

同时要对第三方监督机构出具的成果质量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成

果质量和应用效果，持续提升服务增效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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