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惠民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是经常性、延续性

项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的

通知》（皖政〔2021〕24 号），以及舒城县财预算〔2013〕

1 号（舒城县财政局关于 2013 年民生工程资金筹措有关问题

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开展文化惠民工程。

（二）项目绩效目标

按照相关文件指示严格执行，结果良好。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目的：通过开展舒城县文化惠民工程配套资金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了解文化惠民工程配套资金财政支出使

用情况和管理情况、项目组织和实施情况，检验项目投入是

否达到预期目标，总结经验，分析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财政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绩效评价对象：舒城县文化惠民工程项目资金 524.344

万元。

绩效评价范围：免费开放项目、农村文化活动（“送戏

进万村”）、农家书屋运行维护、农村电影放映补助。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的原则；坚持绩效评价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原则。

2.绩效指标体系及标准。

指标体系包括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两部分，在参考财政

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给出的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充分考虑文化惠民工程配套资金涉及的目标要求，重

点对“项目绩效”指标进行设计，其中“项目产出”“项目

效果”尽量做到量化。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项目实施单位自

评与工作小组抽查评价相结合，运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公众评议法等进行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按舒城县财政局相关文件要求，单位成立

了由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工作组，对涉及本项目的有关单位相

关文件进行了收集分析研究，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组织实施。工作小组采用查阅凭证和资料、听取相关

人员的情况介绍、到实施实地考察等形式开展现场考评。

3.分析评价。根据现场考评情况，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

理、汇总分析，进行评分，最终形成综合性书面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开展项目绩效自评项目的得分均为 100 分以上，评

价等级为“优”，项目开展的总体情况优秀，推进了全县开



展文化活动良好氛围；扣分因素为项目预算金额比较紧张，

不能保证文化活动充分开展。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为贯彻落实好舒城县文化惠民工程，我局高度重视，始

终把文化惠民工程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列入局党组重要议事

日程。年初召开了专题会，全面部署，成立了文化惠民工程

工作领导组，由局长任组长，一名副局长专门负责，下设办

公室，明确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送戏进万村活动、农家

书屋运行维护及农村电影放映补助工作具体经办人。组织实

施，明确责任，确定专人负责，严格按照上级对该项目实施

要求，细化方案，制定具体要求，确保项目实施按时、按质、

按量完成。

（二）项目过程情况

签订文化惠民工程目标责任书，成立文化惠民工程工作

领导组，根据《安徽省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民生工程绩效

评价办法》，制定《2022 年舒城县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方案》

《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工作绩效考核评分标准》等细则

文件，下发《舒城县文旅体局关于拨付 2022 年度文化场馆

（站）免费开放资金的通知》《舒城县文旅体局关于做好 2022

年“送戏进万村”演出活动的通知》（舒文旅体〔2022〕10

号）文件，建立公共文化场馆联络员制度。采取定期与不定

期、专项与重点相结合的督查方式，对各公共文化场馆免费

开放服务效能、村农家书屋管理、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



加大督查的力度和频率，及时通报督查情况，整改问题。每

月向市局、县民生办报送民生工程进度表，每月向县民生办

报送资金进度表、图绘民生和基层话民生，做到及时、齐全、

真实、准确。各公共文化场馆详细记录当月场馆免费接待人

次项目档案真实、完整。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资金做到专

账核算、专款专用，支付手续齐全、审批流程完善，不存在

大额现金支付、不合规票据支出等违规现象，配合审计部门

监督检查。专项资金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或县区级报账制，

程序合规，手续完备。

（三）项目产出情况

根据《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文化馆服务标准》《乡镇

综合文化站服务标准》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对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项目实施目标进行了细化、量化，项目完成率、质

量达标率、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 100.0%，在时效内完成。对

该项目管理、使用、活动开展等情况开展不定时督查、回头

看和回访。各场馆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方式方法使项目实施

与群众需求更加匹配。

县文化馆按要求免费开放，延长开放时间；县图书馆及

阅读空间坚持实行全年开放，双休日、节假日正常上班，每

周开放 56 小时；各乡镇综合文化站除农忙、疫情外每天开

放，每周开放时间累计不少于 40 小时。各场馆均能按照要

求规范填写工作日志，信息资料报送及时准确。各场馆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展了文艺演出、读书活动、展览展

示、文化培训、体育健身等群众文化活动。县文化馆全年共



主办、协办和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 50 余场，如舒城春晚、

“春之声”新年音乐会、“携手共圆小康梦”文化惠民活动

等；县图书馆开展征文、诵读、展览、讲座、培训、绘本故

事等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 142 场，如 2022“我的战疫”阅

读马拉松线上快闪赛、“致敬逆行 拥抱祖国”线上朗读比赛

等线上阅读活动，中小学生阅读与写作培训班、“共创文

明·共推阅读”庆祝建党 100 周年读者座谈会、关爱灾区儿

童送精神食粮进桃溪、“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征文等线下阅

读活动。各乡镇综合文化站自办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如晓

天镇文化站组织“晓天山里红”舞蹈队开展庆元旦文艺汇演、

千人桥镇文化站开展摄影知识培训、山七镇文化站举办庆国

庆群众文艺演出等。

对送戏进万村活动项目实施目标进行了细化、量化，根

据该项目实施内容，项目完成率、质量达标率、专项资金使

用率均为 100%，在时效内完成。对该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回头

看和回访工作。同时创新方式方法使该项目实施与我县的实

际、群众的需求更加相符，达到了实施项目的预期目标。

项目完成率 100.0%。2022 年送戏进万村活动项目按要

求开展，实施方案完整，资金拨付及配套资金及时到位。全

县每个村都开展了送戏进万村活动。

项目完成时效好。2022 年送戏进万村活动在 10 月份就

全部完成了，做到了提前完成任务。

质量达标率好。我局组织了对送戏进万村活动工作督查

检查，对各项目实施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了送戏进万村



活动的演出都具有高水平。

专项资金使用率 100.0%。资金拨付及配套资金及时到位，

做到专款专用。全县每个村都开展了送戏进万村活动。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2022 年，我县超过 40 万城乡居民从公共

文化场馆免费开放项目中获益，近 12.7 万人次从送戏进万

村活动项目中获益，各村依托公共文化场馆开展文化宣传讲

座、科技培训、文化娱乐等活动近 80 场，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作用显著。满足他们崇德尚贤的需要，提

高了他们参与文化活动、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切实保障

他们的基本文化权益。

2.可持续影响。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送戏进万村活

动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我县城乡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的水平，满足了他们的文化娱乐需求，极大地提高他

们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生活水平、文化建设项目与城乡居民需

求的契合度，显著发挥了传播先进文化，减少腐朽文化侵害

的作用。

3.群众满意度。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送戏进万村活动项目实施范围和效果，建立群众

需求征集、服务评价反馈等机制，越来越多的群众从该项目

实施中增长知识，充分感受精神文化产品带来的乐趣。12 月

初发放的 400 余份《文化惠民工程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和

电话访问等数据显示，我县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项目农村

满意度高达 99.9%，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和社会的广泛赞



誉。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舒城县 2022 年文化惠民工程包括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

放、农村文化活动（“送戏进万村”）、农家书屋运行维护、

及农村电影放映补助四项内容。县文旅体局根据省市县要求，

精心组织、细化方案、认真实施，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受疫情防控影响，文化惠民工程进度受到影响，

特别是送戏进万村中途停止，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继续开

展后完成。

（二）加强项目谋划，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分析

研究，按照有关规范和规定要求精准测算预算资金，保障项

目顺利实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七、有关建议

（一）专项资金的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

（二）项目实施主体绩效自评意识和责任有待提高。

（三）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科学

合理编制预，避免年中大幅度追加及超预算，同时严格按预

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