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静县 2022 年度公开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结果情况说明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州党委、州人民政府《自治州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文件要求，对所有部门的整

体支出、所有项目支出开展“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

算绩效管理，形成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事后绩效评

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为提高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将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情况报告报当地党委、政府和人大通过后要向社会公开，

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根据以上要求，现将评价结果情况说明

如下：

一、2022 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一）2022 年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和静县 2022 年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机

具 235 台（架），受益农户 197 户，补助资金 1000 万元。农民

自筹资金 2500 万元。积极引导农民适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大

力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受益农户 200 户，补贴机具 240 台（架），补

助资金 999.8625 万元，和静镇农机购置 6 户 9 台（架）43.092

万元，乃门莫敦镇农机购置 49 户 58 台（架）222.545 万元，

协比乃尔布呼镇农机购置 40 户 50 台（架）290.8 万元，哈尔

莫敦镇农机购置 53 户 57 台（架）170.5705 万元，巴润哈尔莫

敦镇农机购置 52 户 66 台（架）272.855 万元。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100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在和静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人具

有和静县户籍的人员购置农业机械给予财政补助。充分发挥政

策效益，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量转型升级，助力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村现代化。优先补贴粮食生产重要环

节、林果、畜牧养殖、设施、特色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以及报废

农机补贴，残膜回收、秸秆积造翻堆肥等国产北斗智能终端设

备等农业绿色发展和数字化发展所需机具。

阶段性目标：目标 1：完成补贴机具 240 台（架），补助资

金 999.8625 万元。目标 2：本项目的实施，农机装备水平和农

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促进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做

出了重要贡献。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7.66 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农机购置补贴申请表填报“一卡通”账号与实际发

放补贴资金“一卡通”账号不一致，导致补贴资金发放很长时

间后，农户已消费完补贴资金还在询问填报的卡号未收到农机

补贴资金现象。（2）从 2022 年开始，自治区全面实施新疆农

机补贴 APP 为申请农机补贴唯一通道，因农户不会操作，致使

申请农机补贴延误、上传信息不合传，未能实现补贴资金申领

“最多跑一次”。(3）农户购置农业机械需求旺盛，因中央分

配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额度与农户购买力不匹配，农户当年购置

机具因补贴资金不足未能享受购置补贴，顺延下一年优先享受。



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获得感和幸福感。（4）年初绩效目标三级

指标中数量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不精准。其中数量指标年

初目标设置购置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小于等于 235 台（架），

但实际完成值为 240 台（架）；社会效益指标年初设置农机购

置补贴受益农户小于等于 197 户，但实际完成值 为 200 户。

致使绩效目标管理数值偏离较大。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加强资金管理。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严格资金审核

制度，确保专款专用。保障资金安全、高效运行，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加强工作人员责任心，跟踪落实资金到位情况，

逐个打电话进行访问。（2）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开展农机购置

补贴宣传工作，拓宽宣传渠道，提高群众知晓率，着力解决群

众申领农机购置补贴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努力为农民

办实事，保障所有群众的自身权益。（3）落实责任任务。项目

单位与业务有关部门进行积极协调沟通，提升为民服务意识，

主动靠前，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及时解决民众急难愁盼问题，

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4）规范绩效目标管理。加强绩

效目标管理，科学合理精准编制绩效目标，通过清晰、可衡量

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将资金预算

安排与绩效目标相结合。

（二）和静县 2022 年耕地轮作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全县组织实施耕地轮作面积 35000 亩

（其中 2021 年实施的 20000 亩，2022 年实施新一轮 15000 亩），

补助标准为 150 元/亩/年，采用现金补助方式。2022 年和静县



组织实施新一轮耕地轮作面积 1.5 万亩，具体任务如下：和静

镇 1000 亩、哈尔莫敦镇 6000 亩、巴润哈尔莫敦镇 2000 亩、

乃门莫敦镇 2000 亩，协比乃尔布呼镇 2000 亩、乌拉斯台农场

2000 亩。2021 年-2022 年度轮作任务验收不符合轮作要求的，

按照 2022 年度新一轮轮作技术路径，面积叠加在各乡镇 2022

年新一轮轮作任务中合并实施。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525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和静县 2022 年组织实施耕地轮作面积 35000 亩

（其中 2021 年实施的 20000 亩，2022 年实施新一轮 15000 万

亩）；推行加工辣椒、加工番茄等经济作物与小麦、玉米作物

轮作；2022 年新一轮主要经济作物（加工辣椒、加工番茄等）

与小麦、花生、大豆等作物轮作三年，或者小麦、花生、大豆

相互轮作三年，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减轻连作障碍。

阶段性目标：（1）在 2021 年耕地轮作任务的基础上 2022

年已完成 621 户 2 万亩，其中和静镇完成 3 户 238 亩、哈尔莫

敦镇完成 106 户 3836.49 亩、巴润哈尔莫敦镇完成 167 户 4626

亩、乃门莫敦镇完成 259 户 8351.71 亩，协比乃尔布呼镇完成

86 户 2947.8 亩。（2）2022 和静县新一轮耕地轮作面积已完成

438 户 1.5 万亩，完成率 100%。其中和静镇完成 14 户 1041 亩、

哈尔莫敦镇完成 122 户 4334 亩、巴润哈尔莫敦镇完成 62 户

1909 亩、乃门莫敦镇完成 125 户 4167 亩，协比乃尔布呼镇完

成 115 户 3549 亩。总体来看，全县目标任务完成率达 100%。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8.29 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补贴发放不合理，当年项目资金当年发放，第二年

农民违反耕地轮作合同约束有难度。一旦农民毁约，没有有效

的监管措施，虽然在与农民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如果农户出现

违规，将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补助资金，在实际工作中执行难

度大，给基层单位增加了项目实施中的风险。（2）由于种粮的

效益较低，特别是近年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3）农民实施轮作制度积极性有待提

高。受传统种植习惯及当前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

部分农民对耕地轮作养地作用认识不到位。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严格按照制度文件严格执行，制定出台资金管理细

则，明确资金适用范围。建议和静县农业农村局，结合和静县

内其他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项目、借鉴《自治区级农

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考虑和静县耕地轮作

项目技术路径的特殊性，制定资金管理细则，包括资金用途、

使用范围、管理职责、执行期限、分配办法、审批程序、支出

管理、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等方面，为资金安全高效运行提供

制度保障。（2）加强项目建设质量提升。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大

技术指导，大力示范推广大豆和辣椒等作物优良新品种，项目

实施单位积极开展大豆苗情、病虫情和灾情的监测与会商，认

真组织农技人员，通过入场、入社、入户等方式，开展大豆生

产和辣椒等作物技术指导，举办大豆和辣椒等作物技术培训班，

组织种植户观摩学习，提高作物生产关键技术应用到位率。引



导提高大豆和辣椒等作物生产的专业组织化程度，实现规模经

营，提高种植户积极性和财政资金效益。（3）加强制度合理化

建设，带动农户积极性。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对耕地

轮作的意识，确立科学的轮耕和休耕计划，确立合理的耕地补

贴价格，和农民签署协议，保障农民利益，政府要给予农民技

术指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地制宜，发展差异化的耕地轮

作休耕制度，推行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耕地的单位面积

产量。

（三）巴音布鲁克景区运营资金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支付景区企业员工工资及其他费用，

支付 30 辆车车辆购置税，支付车辆保险费。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60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按时支付景区 150 名员工工资，维持景区正常运

转，稳定员工队伍，发挥巴音布鲁克 5A 级景区在疫情期间的

行业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年景区对外招聘人员形成良好口碑。

阶段性目标：目标 1：按时支付景区 150 名员工工资。目

标 2：维持景区正常运转，稳定员工队伍，发挥巴音布鲁克 5A

级景区在疫情期间的行业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年景区对外招

聘人员形成良好口碑。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5.34 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工作人员绩效观念模糊，绩效管理水平较低。导致

绩效相关资料收集较慢，同时绩效相关报表质量不高，对于绩



效目标的编制还不够合理、细化。（2）制度不够健全，缺乏完

善制度流程，在项目实施前没有针对性地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没有成立项目领导小组，流于形式。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明确从事绩效管理工作工作人员，成立专门的工作

组，确保专事专做。且部门内部要组织学习交流，部门外部要

积极参加绩效培训。并强化对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21 号）政策

的学习，学习绩效目标编制相关要求，达到绩效目标编制指向

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目标。（2）按照项目

实施要求，严格执行项目建设规程，加强对项目建设过程的监

督管理，重视过程管理，成立项目工作小组，明确分工及职责，

督促项目进度及质量监督，保证项目顺利开展。

（四）巴音布鲁克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物资采购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巴音布鲁克景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及

物资采购项目，景区服务中心卫生间维修、景区防腐木及零星

工程维修、景区停车场路灯 162 套、景区铝合金防风电动亭、

景区观光车车载 1 批、景区广告牌制作、景区其他设施及物资

采购等。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100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通过利用产业发展资金，切实改善景区基础设施

条件，增加新景点，购置旅游物资设备，提高景区应急处置能

力，缓解随着游客量逐渐增加，游客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与景区



基础设施配套的矛盾，提升巴音布鲁克景区游客满意度，地域

知名度，促进全县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阶段性目标：目标 1：景区服务中心卫生间维修 1 处、景

区防腐木及零星工程维修 1 处、景区铝合金防风电动亭 1 套、

景区观光车车载 50 套、景区停车场路灯 162 套、景区其他设

施及物资采购一批。目标 2：带动景区收入增长率≥8%，推动

景区提质增效，提升旅游环境保护意识，同时也提升了旅游影

响力和游客的满意度。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88.86 分，评价等级为“良”。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工作人员绩效观念模糊，绩效管理水平较低。导致

绩效相关资料收集较慢，同时绩效相关报表质量不高，对于绩

效目标的编制还不够合理、细化。（2）直达资金支出进度慢，

受疫情影响，组织落实工作滞后造成统计数据形成困难，难以

完成支付，支出进度排名是对所有项目的加权平均数，大额项

目支出进度慢对整体支出进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明确从事绩效管理工作工作人员，成立专门的工作

组，确保专事专做。且部门内部要组织学习交流，部门外部要

积极参加绩效培训。并强化对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21 号）政策

的学习，学习绩效目标编制相关要求，达到绩效目标编制指向

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目标。（2）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协调，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



支撑，是财政资金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必须提高认识，高度

重视，高效制定分配方案，优先将成熟度高的项目纳入直达资

金项目管理，督促资金使用单位早立项、早采购、早评审、早

招投标，确保直达资金下达后尽快安排使用，持续跟踪项目进

展，督促单位及时完成核算和审批工作。定期通报，及时掌握

情况，及时督促，提高效率。

（五）巴州和静县集中医学观察点建设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和静县 2022 年 5 月 25 日该项目正式

开工，共建设方舱 372 套，设备采购分两批进行采购，第一批

为 478200 元，第二批为 464600 元。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200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新建业务用房（方舱）≥370 套，采购供排水、

电、暖、污水处理、地面硬化、消防等附属设施设备 1 批，进

一步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治能力。

阶段性目标：目标 1：新建集中医学观察点（方舱）业务

用房 370 套及供排水、电、暖、污水处理、地面硬化、消防等

附属设施设备。目标 2：采购设备一批，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与救治能力，改善卫生应急机构基础设施。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5.94 分，评级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预算编制不合理。项目合同金额为 2326.341967 万元，

建设内容为 500 套方舱，根据疫情防控实际需求及规划，实际

共建设方舱 372 套，项目审计完成后，出具审计报告，审定金



额 1959.426027 万元，偏差较大。（2）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

和静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实施巴州和静县集中医学观察点建

设项目时，缺少相关资金审批资料。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合理进行预算编制，有效落实专项资金使用。建议

和静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树立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意识和效率意

识，强化预算执行管理，进行专家建议与预算单位共同参与，

科学合理编制预算，有效沟通协调工作，加强绩效目标指标值

的设置，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建议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上报做出调整，减少财政资金闲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率，提高专项资金对于项目产生的效益，推进政策的继续实

施，增强政策的落实情况。（2）注意档案归档。在年度计划中，

明确归档要求，档案管理部门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档案材料的归

档工作，做到一项目一档案。

（六）和静县 2022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该项目分为三个标段，2022 年 7 月 27

日该项目正式开展施工建设，2022 年完成老粮食局家属楼等 6

个老旧小区，改造户数 977 户，改造面积 8.84 万平方米，包

含外墙饰面、屋面防水等附属设施建设等方面。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200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改造老旧小区 6 个，涉及 28 栋楼，977 户，8.84

万平方米。改造内容主要为供水管网，排水和供热设施，照明

设施，道路及地面硬化，绿化，外墙保温、屋面防水、电力改



造、健身器材、休闲设施等。

阶段性目标：目标一：改造老粮食局家属楼等 6 个老旧小

区，改造户数 977 户，改造面积 8.84 万平方米，包含外墙饰

面、屋面防水等附属设施建设。目标二：有效提升老旧小区群

众居住环境，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水平。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89.29 分，评价等级为“良”。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根据对居民调查显示，部分居民表示停车拥挤，建

议增加停车位，配备新能源车充电设施。（2）工期延长、拖延

项目进度。根据中标通知书工期要求，三标段合同竣工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0 日，项目计划完工时间总时长为 60 天，计划

完工日期为 9 月底，但因去年疫情影响剩余收尾工程无法继续

施工，按照州局要求剩余工程量在2023年 6月前全部完工。（3）

居民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内容了解程度不高，施工环节与居民沟

通不够。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立足长期城市发展变化，合理规划小区。在老旧小

区有限的空间内，扩充停车场，配备一些新能源车充电设施，

保障居民停车需求。引进智能物业管理系统及无障碍设施，使

社区共享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老旧小区从硬件到软件的全

面升级。（2）对需招投标或通过竞争性谈判、询价等政府采购

方式确定施工企业的项目，在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时，要严格谨

慎。选择有相关资质、业务熟练、业绩良好的公司，以优质的

招标结果保证优质的工程。（3）要注重居民全程参与。改造前



要充分尊重小区居民的意愿，评议改造项目，确定建设方案并

进行公示，确保改造内容切合小区居民群众需求。改造中要成

立管理机构，建立居民义务监督机制，随时接受监督、纠正问

题，充分发挥居民代表在提升改造过程中的沟通协调作用；健

全完善日常协商议事平台，将矛盾的沟通协调环节下移，使居

民群众在施工时积极配合，营造和谐的施工环境。改造后要问

效于民，将小区居民的满意度作为验收的重要标准，真正让居

民群众参与到小区提升改造当中。

（七）和静县巴伦台镇棚户区改造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1、项目实施内容：和静县巴伦台镇棚户区改造外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该笔资金来源为市级财政资金，资金总额 432

万元，资金用途为新建供排水管网 1200 米，供热管网 1200 米，

燃气管网 1200 米。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432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新建供排水管网 1200 米，供热管网 1200 米，燃

气管网 1200 米。完成质量按照预期确保了官网质量和工程验

收的合格率，项目的实施使其达到提升县城形象、改善人居环

境、推进和谐和静建设等各项效益指标。

阶段性目标： 目标一：供排水管网 1200 米，供热管网

1200 米，燃气管网 1200 米。目标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更

好地实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8.5 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工作人员绩效观念模糊，绩效管理水平较低。导致

绩效相关资料收集较慢，同时绩效相关报表质量不高，对于绩

效目标的编制还不够合理、细化。（2）改造棚户区外配套基础

设施; 建设水、电、暖、道路等附属设施，施工时间长，难度

较大。原因分析：大部分棚户区居民生活条件差，持续时间长，

多年来没有改善过，以至于项目施工时考虑问题要全面，才能

更好地完善该项目的长远效益。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明确从事绩效管理工作工作人员，成立专门的工作

组，确保专事专做。且部门内部要组织学习交流，部门外部要

积极参加绩效培训。并强化对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预〔2018〕21 号）政策

的学习，学习绩效目标编制相关要求，达到绩效目标编制指向

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目标。（2）项目决策

前，多对棚户区居住居民想法反馈，积极采纳群众意见，加强

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监督，促进资金规范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

使用效益。实行岗位责任制，高效管理，节约成本，努力提高

项目效益。努力克服困难和压力，不断创新、不断强化自身责

任，全力以赴抓好住房保障各项工作。

（八）凯旋门广场拆迁支付的过渡费及装修费（法院执行

款 50 户）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凯旋门广场拆迁支付的过渡费及装修

费（法院执行款 50 户）。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150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2022 年凯旋门广场拆迁支付的过渡费及装修费

150 万元，提高被征收户生活质量，改善居住范围内居民的居

住环境。

阶段性目标：目标 1：棚户区改造户数 48 户，房屋补偿面

积 22510.80 平方米；目标 2：通过棚户区改造，改善和静县居

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面貌。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88.22 分，评价等级为“良”。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项目周期较长、拖延项目进度，导致到评价节点时，

社会效益不能体现，无法进行满意度调查。（2）绩效目标分解

绩效指标不够细化、全面、规范。该项目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内

容设置了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设置与实际工作内容切实相关，

但绩效目标设置过于笼统。绩效相关工作人员将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了具体的绩效指标，且设置了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

但设置的绩效指标不够细化、全面，不能够全面衡量项目实施

效果。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加快资金支付进度， 分级负责，专项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凯旋门广场拆迁支付的过渡费及装修费，尽快完

成对 50 户居民的征收安置，提高政府公信力，消除信访隐患，

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2）加强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编制工

作。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成了以后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中不可缺失



的一部分，而绩效目标是整个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运动的前提，

设置绩效目标应做好前期分析工作，分析部门职责和战略目标，

项目支出目标应与部门职能及战略目标相匹配；分析项目要求

和依据，对项目的功能进行梳理，包括资金性质、预期投入支

出范围、实施内容工作任务和受益对象，明确该项目支出的功

能特性，将项目支出的总体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并从中总

结提炼出最能反映总体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标。

（九）县属破产改制企业医疗保险费项目

1、项目实施内容：解决 6 家改制企业和 6 家破产企业单

位缴纳医疗保险费。

2、项目年度预算金额：31.13 万元。

3、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解决历史遗留改革成本

支出，主要为妥善解决 6 家改制企业和 6 家破产企业医疗保险

费,医疗费用纳入县财政预算中由财政承担此项费用。

阶段性目标：目标 1、保障县属破产改制企业 142 名退休

人员 2022 年 1 月-12 月医疗保险费。目标 2、按时足额安排财

政补助资金，保障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待遇落实。目标 3、

减轻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的的经济负担，缓解社会矛盾。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0.32 分，评价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对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不够。调查发现还有

部分人群完全不了解该政策。部分人员表示对退休人员关心关

怀不够，有问题传达不及时。（2）绩效目标申报和绩效监控、



自评填报不够严谨，绩效目标设置虽然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述，但未能清晰、完整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

和预期效果且部分量化的数值不够准确。例如：项目成本指标

只设置了项目总成本，没有设置具体补贴标准，导致项目成本

指标与数量指标和项目总成本无法细化分解，不利于清晰体现

项目整体绩效的产出成果。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通过会议宣传、广

场宣传、下乡宣传、办事窗口宣传等多种宣传方式，向群众现

场宣传医保政策；以参保缴费、待遇享受、补贴标准、医疗救

助政策等为宣传重点，针对群众比较关注的医疗保险缴费渠道、

医保报销流程、待遇享受、费用结算及低保户医保优惠政策进

行答疑式宣传。（2）建议和静县财政局与各责任单位加强对预

算绩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的学习和研究，重视相互间的沟通协

调工作，按照自治区印发的相关通知要求，切实提升绩效目标

和指标的编制水平，强化目标对项目实施的约束力。同时，对

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应深入进行剖析，提出针对性

强、可行性高的解决办法或改进措施。

（十）和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整体绩效

1、项目实施内容：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各级资金投入总数：443.71 万元。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2 年和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积极组织召开人大会议，

各级人大代表参与接待、座谈、调研等活动 320 余人次，累计



收集意见建议 120 余条，协助解决问题 85 个，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 110 件，受理转办群众来信来访 12 批。为全县经济发展

提供有效意见和建议。

4、绩效评价结果：总得分 93.82 分，评级等级为“优”。

5、存在问题与不足：

（1）预算编制不合理。部门年初预算存在编制不科学的

情况，经查看单位 2022 年决算报表发现，和静县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 2022 年年初预算为 277.6 万元，年度决算数为 443.71

万元，调整了 166.11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59.84%。（2）部门

决算报表数据与绩效数据不一致。部门决算报表数据与绩效自

评报告中数据不一致，和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2 年度决

算报表中，基本支出总金额 392.15 万元，而根据单位提供的自

评报告，基本支出预算总金额 392.24 万元。二者存在数据不

一致的情况。（3）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仍需进一步完善。部门整

体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简单的罗列项目支出绩效指标用于

部门整体绩效指标，绩效指标设置前瞻性不足，结果性指标较

少。个别绩效指标的完整性和明确性方面存在不足。定性指标

未分级分档，如“提高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指标值为“有

效提高”与部门工作任务匹配性差。

6、建议和整改措施：

（1）完善预算编制，强化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相关宣传

培训，筑牢预算管理理念，并且加强预算统筹，全面推进项目

立项、部门资金、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统筹管理。实行“以事

定钱”预算编制模式，根据既定的工作事项和工作量，采用绩



效成本预算编制方式，探索各类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打破“基

数+增长”的固化模式。（2）提高部门报表编制的准确性，做

到“表表相符”。建议填报绩效资料时，对财务报表、资产报

表等相关报表进行核对，数据不一致的及时查明原因。在编制

报表时，严格按报表编制说明和要求填报。在编制报表后，应

再次对报表进行复核，确保做到数据真实正确、内容完整。（3）

完善部门战略及职责指标设置，建立绩效指标与重点工作及部

门履职效果衔接机制。建议和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进一步提

高对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的认识，结合部门实际编制事前绩

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项目监控、项目自评价、部门重

点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等部门内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建立健

全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体系建设。加强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填报

研究，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设置。

二、评价结果应用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此次第三方重点绩效评价情况，抓好

项目评价结果公开及整改工作。一是将重点项目评价结果向县

党委、政府、人大主要领导汇报，同时将结果向项目实施单位

通报，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二是组织单位对存在问题及

建议进行整改，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将绩效评价结果

作为财政编制部门预算和安排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不断改进

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