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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健服〔2023〕2 号

海口市“2+3”健康服务包推进小组
关于印发《海口市 2023 年“2+3”健康服务包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政府、各有关单位：

现将《海口市 2023 年“2+3”健康服务包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海口市 2023 年“2+3”健康服务包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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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海口市“2+3”健康服务包推进小组

（代章）

2023年4月13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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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口市2023年“2+3”健康服务包
实施方案

根据《海南省“2+3”健康服务包推进小组<关于印发海南省

2023年“2+3”健康服务包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卫健服〔2023

〕1号）、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口市“2+3”健康

服务包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府办函〔2022〕143号）等文件精神

，加快推动我市2023年“2+3”健康服务包项目落实，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实施范围。全市全面实施“2+3”健康服务包，有序

开展“2+3”疾病“筛、防、治、管”工作；持续开展肝炎危害

消除行动试点工作;建立市级防治管理中心，为全市全面实施“2

+3”健康服务包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二）工作重点。一是完善市级、区级、乡镇（街道）和村

（居）四级“2+3”疾病管理和防治体系；二是为全市居民提供

“预防—诊治—管理”的“2+3”健康服务包服务；三是配套改

革相关政策举措，做实做优“2+3”健康服务包，调动各方主动

性和积极性。



- 4 -

（三）工作目标。到2023年底，市、区两级“2+3”疾病组

织管理、信息支撑、政策保障、队伍建设适应工作需要，“2+3

”疾病初步实现“应防尽防、应筛尽筛、应治尽治、应管尽管”

，初步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立体化、数字化综合精准

防控”为主要特征的工作模式。各项指标达到《海南省“2+3”

健康服务包实施方案》明确的2023年节点任务目标。（附件1）

二、重点任务

（一）组建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撑

抽调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骨干力量组建专家团队，为“2+3”

疾病服务工作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编制各专病防治方案，论证

实施的相关规范、方案、技术标准等。（责任单位：市卫健委、

各区政府）

（二）强化宣传发动，提高市民知晓率和参与度

各级政府、宣传部门和专业机构要认真执行省级“2+3”健

康服务包宣传发动工作方案，结合本地、本部门以及宣传对象的

特点，因地制宜、因病而异的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和健康科普工

作，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各类宣传平台，多形式广泛对市

民开展宣传，充分利用每年“世界高血压日”、“联合国糖尿病

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世界肝炎日”、“世界精神卫

生日”等重要疾病宣传日，大力宣传“2＋3”疾病防治知识和有

关政策。各级健康教育所要指导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托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广泛开展“六个一”活动。力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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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3”疾病防治素养水平在基线调查基础上提升5个百分点，

并达到2023年节点目标。（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委宣传部、

各区政府）

（三）开展流调工作，初步完成“筛、诊、治、管”

1.明确筛查范围，对重点人群“应筛尽筛”。进一步明确“

2＋3”疾病高危、重点、易感等人群（以下简称重点人群）的筛

查范围，建立相关制度保障。根据知情自愿原则，组织发动重点

人群做好早筛查、早诊断，组织开展19岁以上人群肝炎病毒感染

标志筛查，努力实现“2＋3”重点人群“应筛尽筛”。到2023

年底,完成不少于45%的重点人群筛查工作。（责任单位：市卫健

委、市教育局、市乡村振兴局、各区政府）

2.加强培训，及时完成诊断。市级专家组要对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进行培训，进一步明确“2＋3”疾病的筛查、诊断标准。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要针对初筛出来的“2＋3”疑似病人及时进行诊

断，对不具备“2＋3”疑似病人诊断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及

时转介至上一级或定点医疗机构，按照“2＋3”疾病国家有关标

准规范诊治，对就医群众实施相应的辅助检查和明确诊断。（责

任单位：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各区政府）

3.积极动员，督促指导患者实现“应治尽治”。对于筛查和

确诊的“2+3”疾病患者，镇（街道）、村（居）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要动员患者“应治尽治”。定点医疗机构按照“2＋3”疾

病临床路径和行业标准，对“2＋3”疾病确诊患者进行必要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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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辅助检查，督促符合治疗条件的患者接受规范治疗。（责任

单位：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各区政府）

4.建立档案，落实规范管理。对于确诊的高血压、糖尿病、

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和肝炎患者，要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规范（第三版）》和《乙型肝炎患者健康服务规范（试行）

》要求，及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按照服务规范要求，提供相

应的健康管理服务。各级要积极推广运用“2+3”疾病数字疗法

，依托数字疗法提升基层医疗机构“2+3”疾病医疗服务供给能

力和患者个人与家庭的疾病管理能力。（责任单位：市卫健委、

各区政府）

5.高质量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市疾控中心根据《海口市“2+3

”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实施方案》要求，指导各区建立健全“2＋3

”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制度,在2023年4月底前完成“2＋3”疾病流

行病学调查，为全市推广实施“2+3”健康服务包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市疾控中心加强结核病、肝炎聚集性疫情、新报告急性病

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有效遏制传播风险。（责任单位：市卫健委

、市民政局、各区政府）

（四）加强体系建设，提升防治能力

1.完善防治服务体系建设。各级要根据《“2+3”疾病防治

体系建设指导方案》要求，重点开展人员、场地、设备和药品等

内容的市、区、镇街和村（居）等四级能力建设，实现市、区、

镇街和村（居）“2+3”疾病防、治、管一体化服务。202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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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建设市级“2+3”疾病防治管理中心；各区选取1家乡镇

卫生院建设“2+3”疾病管理服务中心；各医疗集团牵头医院帮

扶1家成员医院建设1个“2+3”疾病特色门诊或科室。（责任单

位：市卫健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2.提升基层防治服务能力。充分利用医疗集团、上级医疗资

源下沉和信息手段支撑，针对性地面向基层医务人员加强相关知

识培训，有效解决基层医务人员不足和能力偏弱等问题，进一步

规范管理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市级相关指导机构要加强

对基层行政管理和专业人员培训工作，通过开展进修、巡讲、帮

扶等方式，着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培训，提升基层医务

人员能力水平。（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各区政府）

3.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实施。各区要严格按照《2023年严重精

神精神障碍患者二代长效针治疗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周密部署

，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病情稳定率。按照全省工作部署，4个

区各建设1家康复健康小屋，提升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能力水

平。（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残联，各区政府）

（五）持续夯实“2+3”疾病防治基础

1.完善优化组织领导架构。构建市、区、镇街和村（居）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体化组织领导架构。成立区党委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牵头，卫健、发改等多部门和各有关专业机构参与的“

2+3”疾病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建立有力的工作推进机

制。（责任单位：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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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任务和责任清单管理。各区要将“2+3”健康服务包

列为2023年度重要工作，并逐级、逐部门、逐单位明确目标任务

和责任清单，制定完成年度目标和具体任务的时间表，统筹协调

推进能力建设、经费投入、政策保障、管理创新、考核监管等组

织实施工作。（责任单位：各区政府）

3.加强“2+3”疾病药品保障。加强“2+3”疾病药品保障。

市、区专家组要按照《2+3”疾病防治体系建设指导方案（暂行

）》要求，指导定点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和诊疗能力，及时配

备、合理使用“2＋3”疾病治疗药品。积极探索采取长处方、延

伸处方等多种方式，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3”疾病药品配

备使用和处方管理。积极探索通过互联网医疗开展药品直接配送

服务模式，解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完善

“2+3”疾病医保和药品配备使用相关支持和倾斜政策。（责任

单位：市医保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卫健委，各区政府）

4.完善“2+3”疾病保障政策。各级要建立健全“2+3”疾病

“四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政策体系。探索

实施结核病患者隔离管理措施，加快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

建设工作，减少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危害。要在《海南省“2+3

”健康服务包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能力建设、宣传培训、流调筛查、诊断救治和人员补助等标准，

完善落实重点岗位和骨干人员激励、肝炎和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治

人员卫生防疫岗位津贴、严重精神障碍健康管理等特殊医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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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等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提升医务人员积极性。探索完

善耐多药患者免费治疗等政策，充分发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

资金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对“2＋3”疾病的防治管理作用，

进一步减轻群众经济负担。（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市医保局、市公安局，各区政府）

5.强化信息支撑保障。市医保部门每季度要向市卫健部门推

送慢病门诊和住院病人信息。各区要充分运用医共体管理信息平

台中的慢病管理中心，有序开展“2+3”疾病“筛、防、治、管

”工作。运用信息系统加大并为居民提供“2＋3”疾病日常监测

、随访、复诊等提醒服务，提升“2+3”疾病服务水平。各地要

运用“海南健康岛”微信小程序中的健康档案，推进电子健康档

案向居民个人开放，提升“2+3”疾病患者的获得感。（责任单

位：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各区政府）

三、时间安排

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分四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2023年1-3月）。市、区政府印发实施方案

，完成启动部署，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表和保障措施等，组建专

家团队，做好宣传动员和相关准备工作。做好“2+3”疾病流行

病学调查准备和启动工作。

（二）推进阶段（2023年4-6月）。完成“2+3”疾病流行病

学调查工作。配套完善有关政策措施，规范“2+3”疾病确诊病



- 10 -

人管理服务工作。完善“2+3”疾病防治体系。开展“2+3”疾病

有序筛查工作。

（三）提升阶段（2023年7-10月）。7月份完成上半年工作总

结评估，完善政策措施，巩固提升成效。继续开展“2+3”疾病

筛查工作，适时调整筛查工作安排。加强实时效果监测和质量控

制工作。

（四）总结阶段（2023年11-12月）。持续巩固提升成效，总

结形成常态、长效机制。市（区）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各环节

做好自评和总结评估工作，兑现奖惩承诺。做好模式总结准备工

作。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2023年市级将“2+3”疾病防治纳入

区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各区政府要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

、单位、个人等四方责任，层层分解细化目标、任务和举措。充

分发挥医疗集团和防治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的统筹协调作用，

统筹推进2023年“2+3”健康服务包工作，确保年度任务目标如

期完成。

（二）落实经费保障。各区政府要强化对“2+3”健康服务

包的投入责任。2023年各级财政补助资金重点支持19岁及以上人

群肝炎筛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二代长效针治疗、康复健康小屋

和体系建设等项目，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筛查等项目可统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进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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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考核激励。市区要围绕2023年“2+3”健康服务

包主要指标与重点任务，建立督查评估、考核约束制度。各区、

各部门、各单位要培树“2+3”健康服务包工作先进典型，加大

表彰奖励力度。要强化过程监测、年度评估结果运用，及时兑现

奖惩承诺，狠抓问题整改和工作落实，确保目标如期实现。2024

年财政补助资金分配将落实2023年度绩效评估结果运用，所扣资

金区级财政负责补足。

附件：2023年“2+3”健康服务包主要指标



- 12 -

附件

2023年“2+3”健康服务包主要指标

病种 主要指标

2020年

全市基
数

2023年

全市目
标数

2023.
06

2023.
12

高血压

30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知晓率
（%）

42.4 ≥58 45 ≥58

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73.77 ≥75 ≥75 ≥75

高血压治疗率（%） 35.4 ≥50 ≥40 ≥50

高血压控制率（%） 11 ≥35 ≥20 ≥35

高血压患者筛查率（%） -- -- --- ≥45

糖尿病

18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知晓率
（%）

24 ≥55 40 ≥55

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72.95 ≥75 74 ≥75

糖尿病治疗率（%） 21.5 ≥45 40 ≥45

糖尿病控制率（%） 26.8 ≥35 30 ≥35

糖尿病患者筛查率（%） -- -- --- ≥45

结核病

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
者的总体到位率（%）

95.37 ≥96 ≥95 ≥96

应用快速检测技术诊断患者数占
所有患者数的比例（%）

90 ≥92 ≥90 ≥92

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诊断
率（%）

44.25 ≥50 ≥45 ≥50

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
率（%）

96.15 ≥96 ≥96 ≥96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结核病检
查率（%）

99.6 100 100 100

65岁以上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
中有症状者的结核病筛查率（%）

未开展 ≥65 --- ≥65

大中小学入学新生有症状者的结
核病检查率（%）

未开展 1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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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 主要指标

2020年

全市基
数

2023年

全市目
标数

2023.
06

2023.
12

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 83.53 ≥85 ≥84 ≥85

利福平耐药患者纳入治疗率（%） 无数据 --- 100 1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结核患者规
范管理率（%）

89.97 ≥92 ≥90 ≥92

公众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
（%）

64.88 ≥75 ≥70 ≥75

肝炎

19岁以上人群乙肝病毒感染标
志筛查率（%） --- ≥45 --- ≥45

乙肝诊断率（%） --- ≥45 ≥45

乙肝治疗率（%） --- ≥40 ≥40

重点人群丙肝病毒感染标志筛查
率（%） --- ≥45 ≥45

丙肝诊断率（%） 无数据 ≥45 --- ≥45

丙肝治疗率（%） 无数据 ≥40 --- ≥40

严重精

神障碍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
率(⅐)

4.59 5 4.8 5

在册患者规范管理率（%） 92 ≥93 ≥92 ≥93

在册患者规律服药率（%） 68 ≥80 ≥75 ≥80

在册精神分裂症患者规律率服
药率（%）

71 ≥80 ≥75 ≥80

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
率（%）

26 ≥40 ≥30 ≥40

全民心理健康知晓率（%） 15 ≥22 ≥22 ≥22

备注：筛查率以流调数据测算的发病人数为分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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