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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业与农村建设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农业与农村建设经费项目资金 5.836 万元，

年初设立绩效目标为：1、2023 年我乡将投资 3.836 万元加强

脱贫富民政策宣传，从而保障常住户每户扶贫政策知晓率；2、

2023 年我乡将投资 2 万元加强所辖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

升人民生活幸福感。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农业与农村建设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

化系统下达指标 5.836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 年农业与农村建设经费支出 5.836 万元，结余 0 万

元，资金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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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政策宣传次数 7 次；基础设施建设覆盖范围 13 个村。

(2) 质量指标。

宣传活动完成率 90%；基础设施建设验收合格率 100%。

(3)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 成本指标。

宣传活动经费 3.836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2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 社会效益。

受益人数 11629 人。

(3) 生态效益。

无

(4) 可持续影响。

项目政策持续发挥的作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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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农业与农村建设的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农业与农村建设经费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

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

自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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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项

目资金 5.836 万元，年初设立绩效目标为：1、2023 年我乡将

投资 4.836 万元，加强扫黑除恶、普法、禁毒等宣传教育，从

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2023 年我乡将

投资 1 万元维修打造综治服务中心，为群众办事打造一个良好

的环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5.836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支出 5.1788 万

元，结余 0.6571 万元，结余资金 0.6571 万由财政直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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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执行率 8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综治中心维护、打造次数 2 次；印刷及发放宣传资料 5 次；

开展宣传活动次数 4 次。

(2)质量指标。

综治中心维修、打造验收合格率 100%；开展宣传活动完

成率 95%。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印刷宣传材料成本 1.1788 万元；宣传活动经费 3 万元；

综治中心维修、打造费用 1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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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效益。

宣传教育普及人数 11629 人。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对社会治安的稳定发挥的作用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综治工作的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团结与综合治理经费

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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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项目资金 4.6688 万

元，年初设立绩效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政府履职能力，

加大对村集体经济扶持力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培训力度

及指导，增大对农民技术教育等宣传力度，通过特色产业发展

及人员技术培训增加群众收入。1、2023 年我乡将投资 3 万元

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工作的宣传，从而保障麻黄山乡

百姓足不出户就通晓各大政策；2、2023 年我乡将投资 1.6688

万元用于民生服务中心工作的日常运行及后勤支出，从而为我

们的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软、硬件环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

化系统下达指标 4.6688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经济建设与服务经费支出 4.6688 万元，结余 0 万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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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宣传次数 6 次。

(2) 质量指标。

宣传活动完成率 95%。

(3)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 成本指标。

宣传活动经费 3 万元；相关工作运行经费 1.6688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 社会效益。

群众对服务工作投诉次数不超过 10 次。

(3) 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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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4) 可持续影响。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经济建设与服务工作的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经济建设与服务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

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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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项目资金 5.836

万元，年初设立绩效为：1、2023 年我乡将投资 3 万元，用于

2023 年对辖区 13 个村村民自治、妇联活动等基层政权和社区

建设等方面的宣传经费从而保障乡级各项宣传活动的正常运

行及加强对辖区内移风易俗、党建等宣传工作。2、2023 年我

乡将投资 2.836 万元用于村级基本保障经费，从而保障村级生

态环境、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

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5.836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经费支出 5.836 万元，结余 0 万元，

资金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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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基本保障覆盖范围 13 个村；宣传活动次数 6 次。

(2) 质量指标。

基本保障覆盖率 90%；宣传活动完成率 95%。

(3)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 成本指标。

村级基本保障经费 2.836 万元；宣传活动经费 3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群众上访次数不超过 5 次。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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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众传统思想的改变发挥的作用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村民对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

目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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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经费项目资金 5.836

万元，年初设立绩效为：2023 年我乡将投资 5.836 万元（机

械成本 2 万元、人工劳动力成本 3.836 万元），深入推进我乡

13 个乡政村及乡政府环境卫生治理，主要包括垃圾清理和残

垣断壁拆除。打造一个空气质量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麻黄山

乡，从而推动我乡的旅游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项目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

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5.836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项目资金支出 5.7854 万元，结余

0.0506 万元，结余资金 0.0506 万由财政直接收回,资金执行

率 9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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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环境卫生整治覆盖范围 13 个村。

(2)质量指标。

环境卫生整治覆盖率 95%。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机械成本 2 万元；人工劳动力成本 3.7854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乱堆乱放垃圾次数不超过 10 次。

(3)生态效益。

环境卫生整洁天数 300 天。

(4)可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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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设美丽乡村发挥的作用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

目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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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禁牧工作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禁牧工作经费项目资金 11 万元，年初设立

绩效为：2023 年我乡将投资 11 万元（禁牧租车 3 万元，禁牧

人员生活补助 8 万元）用于禁牧工作。从而巩固生态治理成果，

持之以恒抓好封山禁牧工作，切实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

查督查，力求管得好、禁得住、不反弹；2023 年对全乡 13 个

村继续加大封山禁牧督查力度，确保辖区内无偷牧情况发生。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禁牧工作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

下达指标 11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 年禁牧工作经费支出 10.87 万元，结余 1300 元，结

余资金 1300 元由财政直接收回，资金执行率 9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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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禁牧督查村个数 13 个。

(2)质量指标。

禁牧督查覆盖率 95%。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禁牧租车费 3 万元；禁牧督查经费 8.87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偷牧行为发生次数不超过 100 次。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对巩固生态治理成果发挥的作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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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禁牧工作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禁牧工作经费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情

况，本年度结余资金 1300 元由财政直接收回。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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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关后勤运行补助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机关后勤运行补助项目资金 10 万元，年初

设立绩效为：2023 年我乡将投资 10 万元用于机关后勤方面，

从而解决乡镇干部职工伙食问题，提高干部的生活质量，确保

机关后勤正常运转。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机关后勤运行补助，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

系统下达指标 1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机关后勤运行补助支出 10 万元，结余 0 万元，资金执行

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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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机关灶用餐人数 65 人。

(2)质量指标。

职工就餐率 95%。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伙食费 8 万元；机关后勤运行经费 2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职工对机关食堂伙食投诉次数不超过 5 次。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为职工工作期间的日常饮食提供保障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干部、职工对机关后勤工作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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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后勤运行补助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情

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 22 —

附件 1

路灯管理维护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路灯管理维护费项目资金 5 万元，年初设立

绩效目标为：2023 年我乡将投资 5 万元用于麻黄山街道及后

洼街道路灯电费及维修费等其他保障经费，确保街道道路照明

有保障，构建资源节约型、环保友好型政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路灯管理维护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系

统下达指标 5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 年路灯管理维护费支出 3.8709 万元，结余 1.1291

万元，结余资金 1.1291 万由财政直接收回，资金执行率 77%。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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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路灯个数 79 个。

(2)质量指标。

有效路灯照明率 95%。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电费 2.3709 万元；维修费等其他保障经费 1.5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发生治安事件的次数不超过 5 次。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为群众夜晚出行提供便利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路灯照明情况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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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路灯管理维护费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标

情况，结余资金 1.1291 万元由财政直接收回。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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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民兵应急工作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民兵应急工作经费项目资金 2.5 万元，年初

设立绩效目标为:1、2023 我乡将投资 2.3 万元用于民兵物资

采购，从而保障辖区内民兵顺利开展应急救灾训练，提升基层

民兵的应急救灾能力；2、2023 我乡将预留 0.2 元作为武装部

干事工作经费。保障政府武装部干事一年去各乡镇演练经费。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民兵应急工作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

系统下达指标 2.5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民兵应急工作经费支出 2.5 万元，结余 0 万元，资金执行

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 26 —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应急救灾训练次数 2 次；采购物资 4 次。

(2)质量指标。

应急救灾训练完成率 98%；物资采购完成率 95%。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武装干事工作经费 0.2 万元；物资采购经费 2.3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社会治安事件发生次数不超过 5 次。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为应对突发性灾害事件提供保障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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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基层民兵工作的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民兵应急工作经费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

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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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行政执法工作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行政执法工作经费项目资金 5 万元，年初设

立绩效目标为：1、用于保障执法车辆运行、装备购置维护 3

万元，做到执法车辆、执法服装、标志标示、执法文书、执法

记录仪“六统一”；2、用于执法宣传 2 万元，从思想上让老百

姓对执法工作有新的认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行政执法工作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

系统下达指标 5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行政执法工作经费支出 5 万元，结余资金 0 万元，资金执

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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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执法车辆 1 辆；印刷及发放宣传资料 3 次。

(2)质量指标。

装备购置验收合格率 100%；开展宣传活动完成率 95%。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印刷宣传材料成本 2 万元；装备购置维护 3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宣传教育普及人数 11629 人。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老百姓思想上对执法工作有新的认识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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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执法工作的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行政执法工作经费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

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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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乡村治理专项经费项目资金 65 万元，年初

设立绩效目标为：主要用于村级组织建设，村级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运行维护，村内社会治安及公共卫生防疫等支出。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乡村治理专项经费 65 万元于 2023 年全部到位，

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经 13 个行政村上报项目实施方案、申报表，经乡党委会

议研究决定通过，并下拨资金到村，由 13 个行政村组织实施

项目，后期经乡党委会同村级联合验收后，资金支付 65 万元，

结余 0 万元，资金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组织验收组进行验收，资金使用范围

全部符合乡村治理经费使用要求范围。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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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

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做到专款专用，无

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13 个村用于村级组织建设，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运行维护，村内社会治安及公共卫生防疫等支出。

(2)质量指标。

验收全部合格。

(3)时效指标。

在年初计划的时间内按期完成。

(4)成本指标。

材料费、机械费、人工费等费用共 65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达到了便利为民，起到为民服务资金的效果。

(2)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良好。

(3)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中未破坏生态，部分项目起到了修复生态的效



— 33 —

果，如环境整治、绿化种植行道树。

(4)可持续影响。

改善人居环境、便民利民。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 2023 年度乡村治理经费满意度为 95%以上，达到

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乡村治理专项经费未发生绩效偏离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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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项目资金 2.5 万元，年

初设立绩效目标为: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人大代表活动各项工

作。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做好人大工作，提高人大代表履职的积

极性，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

化系统下达指标 2.5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民兵应急工作经费支出 2.4431 万元，结余 0.0568 万元，

结余资金 0.0568 元由财政直接收回，资金执行率 98%。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 35 —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打造人大之家数量 1 个。

(2)质量指标。

打造人大之家符合考核验收率 100%；人大代表活动符合

规定要求。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 2.4431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有针对性的对人大代表提交意

见建议书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提高了人大代表履职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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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对人大代表工作的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

目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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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义务兵优待金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农村义务兵优待金项目资金 29.4 万元，年

初设立绩效目标为:本项目资金用于 17 位义务兵发放义务兵

优待金。主要目标是提高义务兵家庭的荣誉感、自豪感，促进

社会和谐。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农村义务兵优待金，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

系统下达指标 29.4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农村义务兵优待金支出 29.4 万元，结余 0 万元，资金执

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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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高原兵数量 9 人；平原兵数量 8 人。

(2)质量指标。

发放补贴对象合规率 100%。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高原兵发放金额 19.8 万元；平原兵发放金额 9.6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提升义务兵家庭荣誉感；义务兵优待金政策知晓率 100%。

(3)生态效益。

无

(4)可持续影响。

长期提高人民群众参军的积极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义务兵的满意度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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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农村义务兵优待金项目未发生偏离绩效目

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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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 8.225 万元，年初

设立绩效目标：本项目资金用于 7 座水冲式公共厕所（何新庄

村 4 座、唐平庄村 1 座、李塬畔村 1 座、包塬村 1 座）及包塬

村 1 座旱厕日常运行维护。主要目标是巩固农村人居环境质

量，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服务水平。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

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8.225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 年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支出 8.225 万元，结余 0

万元，资金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挪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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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水冲式公共厕所 7 座，旱厕 1 座。

(2)质量指标。

农村公共厕所开放天数 365 天。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农村公共厕所管护金额 7.7 万元，旱厕管护金额 0.525 万

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社会效益。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生态效益。

减少粪污污染物

(4)可持续影响。

对公共厕所使用年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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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 2023 年度农村公共厕所运行维护费未发生偏离绩效

目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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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资金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

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资金30

万元，年初设立绩效目标为：整治完成 13 个村的人居环境，

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建设生态宜居宜业美丽乡村，有效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质量。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资金，于 2023

年已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3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资金支出 30 万元，结

余 0 万元，资金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 44 —

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3 个村。

(2)质量指标。

农村垃圾、污水等治理率 100%。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创建费用 30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社会效益。

(2)生态效益。

改善生态质量

(3)社会效益。

提升农户的环境整治观念

(4)可持续影响。

建设生态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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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益群众满意度 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2023年度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资金未

发生偏离绩效目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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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资金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

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年初批复下达 2022 年创建文明城市以奖代补资金 10 万

元，年初设立绩效目标为：完成麻黄山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阵

地提档升级，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 年 2022 年创建文明城市以奖代补资金，于 2023 年

已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下达指标 1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 年创建文明城市以奖代补资金支出 9.0753 万元，结

余 0.9246 万元，结余资金 0.9246 元由财政直接收回，资金执

行率 91%。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对该笔项目资金严格管理，使用规范，不存在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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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现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

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数量 1 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数量

96 次。

(2)质量指标。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符合考核验收要求，志愿服务活动

符合规定要求。

(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

志愿服务活动经费 4.0753 万元，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费用 5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无

(2)生态效益。

无

(3)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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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提升困难群体幸福感

(4)可持续影响。

在全乡营造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良好氛围

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益群众满意度 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乡2023年度2022年创建文明城市以奖代补资金未发生

偏离绩效目标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乡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

评指标得分 98 分。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将绩效

自评结果与下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

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

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