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引号： 
11220000MB1519656C/2018-

12656 
分类： 人口家庭;意见 

发文机关：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文日期： 2015 年 03 月 26 日 

标题： 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实施意见 

发文字号： 吉卫联发〔2015〕7 号 发布日期： 2015 年 03 月 26 日 

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实施意

见 

吉卫联发〔2015〕7 号 

各市州卫生计生委、综治办、农民工办、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长白山管

委会社管办，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卫生计生局、综治办、农民工办、公安局、

民政局、财政局：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的精神，落实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

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国务院

农民工办、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

意见》（国卫流管发﹝2014﹞82号）和《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函﹝2015﹞30 号）的文件

精神，全面推进我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现提出以下实施

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意义 

  2014 年，全省流动人口总量为 220.6 万，占全省人口总量的 8.2%,其中绝

大部分从农村流入城镇。根据我省 2014 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专项

调查显示，目前我省流动人口所获得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人口相比还有

比较明显的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稳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

住人口全覆盖的核心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在要求。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是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各部门
要充分认识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探索，因地制宜，抓出实效。 

  二、总体目标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落实好国家相关政策

和文件精神，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总体要

求，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不断创新工作机制，落实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遵循以人为本，保障基本、逐步均等、有序推进的原则，逐步建立流动

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机制。将流动人口作为服务对象，纳入



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在流动人口中全面落实 11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优先

落实好流动人口中儿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健康档

案、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 6 类基本公共服务，到 2020 年，流动儿童预防接种

率达到 95%，流动人口传染病报告率和报告及时率达到 100%，流动人口规范化

电子建档率达到 80%，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服务覆盖率达到 95%，流

动人口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免费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 100%，不断提高流动人

口具备健康素养的人所占的比例。 

  三、主要任务 

  (一)各部门积极配合，落实工作职责。要深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鼓励基层探索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机制。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将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纳入基层综治中心、农民工综合服

务中心(平台)、公安派出所、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中心等职责之中。各级综治

办、农民工办、公安、民政、财政、卫生计生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加强协作，

实现信息服务资源共享，合力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卫

生计生部门要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做好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健康教育、

传染病防控等工作；综治部门要用好“一网办”、“一网通”；农民工工作协

调机构要加强对农民工及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的统筹协调，农民工职

业技能培训、交流和联合办事等方面的协作；公安部门将流动人口纳入派出所

民警工作责任制，与卫生计生部门互通流动人口信息；民政部门要将流动人口

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
委会切实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力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能。 

  (二)将流动人口纳入社区卫生计生服务对象。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十二五”规划》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将流动人口作为服务对象，纳入
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充分利用基

层社区卫生计生服务机构，针对流动人口特点，突出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切实改进服务方式方法，热情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

服务。从保障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和流动人口最迫切需要的服务项

目入手，逐步为流动人口提供内容更为全面、质量不断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的

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三)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卫生计生机制。落实好流动人

口居住证制度，发挥卫生计生部门健全的网络优势，社区计生专干负责向流动

人口宣传、告知相关政策和服务项目，并把流动人口有关信息通报给社区卫生

计生服务中心。在流动人口中全面落实 11 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优先落实

好流动人口儿童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控、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健康档案、计划

生育、健康教育等 6类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

务，及时将流动人口中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属地管理，定期随访，进行危

险性评估，提供服药依从性及康复指导，开展流动人口疾病应急救助。 

  (四)建立健全流动人口信息共享机制。探索建立依托基层实时采集、动态

录入、及时更新的流动人口信息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全省流动人口信息平台的



使用和管理，加大平台信息质量的监管，率先实现卫生计生机构调整后相关业

务部门的信息整合。发挥卫生计生基层工作人员密切联系流动人口的优势，因

地制宜，鼓励和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定期与公安部门进行流动人口信

息对接，优势互补，避免流动人口信息的重复采集，提高流动人口信息入库率

和信息采集的质量。依托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相关信息系统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系统，逐步实现流动人口

信息跨地区、跨部门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全面掌握流动人口变动和基本公

共卫生计生服务获得的情况。 

  (五)调动社会力量，创新服务模式。各地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团

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社会协同作用。关爱留守老人和留守

儿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纳入当地医疗救助

范围。创新服务管理模式，有序推进政府购买卫生计生服务，基本形成高效配

置卫生计生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体系和供给体系，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

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和计生服务。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将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卫生计

生、综治办、农民工办、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加强对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

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的组织协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卫生计生部门负

责具体组织实施。同时各部门要将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

工作纳入综合治理和农民工工作的总体部署，制订周密实施方案，有序推进。

要强化社区队伍建设，在人员配备上适当增加流动人口公益性岗位，加强社区

卫生计生（流动人口）工作人员的培训，合理使用均等化服务项目经费。中央

及省级财政按照常住人口数量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各地可根据流入人

口数量实际，相应增加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经费的投入。 

  （二）加强监督考评 

  2015 年省卫生计生委将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工作列

入政府和部门责任目标，纳入“党政线”考核，将综治办、农民工办、公安、

民政、财政的具体工作纳入“部门线”考核。同时建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

计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工作定期通报和评估制度，每个季度对流动人口基本公共
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切实将惠及我省流动人

口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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