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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 2019 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的通知》（财预便〔2019〕4 号）的要求，我们遵循客观、

公正、科学的评审原则，组织专业评审人员，通过现场调研、

查看账目、资料分析、访谈座谈、问卷调查、专家评议等必

要的工作程序，对 2018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专项资金中的“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村文化活

动室设备购置”、“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

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以

下简称“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现报

告如下评价意见。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均纳入扶贫资金范围，其中：

“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

的申报单位为文化和旅游部；“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

设”项目的申报单位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1.戏曲进乡村。为落实中央有关精神，进一步丰富贫困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逐步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切实带动地方戏曲传承发展，2016 年起，中央财政实施

戏曲进乡村项目，为贫困地区所辖乡镇配送以地方戏为主的

文艺演出。2018 年拟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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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疆四地州以及其余国家级贫困县，共计 839 个县所辖

12984 个乡镇，每个乡镇每年配送 6 场以地方戏为主的演出,

中央财政按每场 5000 元给予补助。

2.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为贯彻落实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开展文化领域精准扶贫工作，解决贫

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陈旧、老化、甚至缺失等问题，2016

年起，中央财政实施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

为贫困地区的村文化活动室购置设备，以保障其文化活动的

正常开展。2018 年计划对符合条件的 22436 个村文化活动室

购置音响、乐器、电脑、桌椅等基本文化服务设备, 补助标

准为每个村文化活动室 2万元。其中，纳入“百县万村工程”

和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

程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必须购置 1 套音响和部分乐器。

3.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

器材配置。根据中宣部《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方案》（中宣发〔2016〕40 号），

计划用两年时间，在“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示范工程”基础上，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范围内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建设约 2.2 万个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国贫县中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全覆盖。广播器材配置为贫困地区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内容之一，在 2017 年第一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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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基础上，2018 年拟支持的第二批行政村数量为 6180 个，

中央财政按每个村 2 万元给予补助。

4.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

准（2015－2020 年）》等文件关于完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提供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的相关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研究决定，2018-2020 年实施深度贫困县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工程。该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应急广播县级平台、大喇叭

系统及其传输覆盖网络、符合《县级应急广播系统暂行技术

要求》的其他相关设施设备。2018 年中央财政安排 23 个省

48 个项目，其中新建 40 个，更新改造 8 个。结合地域状况、

乡村数量、密集程度以及工程建设难度等因素，分 10 档确

定对应系数测算补助资金，新建项目每县补助资金介于

424-506 万元之间。更新改造项目每县补助资金为 240 万元。

中央财政下达 2018 年度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专项资

金 11.63 亿元，其中：戏曲进乡村项目 3.89 亿元、贫困地

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 4.49 亿元、民族自治县边境

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 1.24 亿元、

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 2.01 亿元。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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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央部门重点项目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省（区、市） 小计
戏曲进乡

村

贫村文化

活动室设

备购置

广播器材

配置

县级应急

广播体系

建设

1 河北 5,390 2,067 2,000 844 479

2 山西 5,575 1,236 3,000 1,339

3 内蒙古 3,358 996 1,402 960

4
辽宁

（不含大连）
437 437

5 吉林 1,230 288 488 454

6 黑龙江 1,767 690 628 449

7 安徽 2,727 1,257 1,000 470

8
福建

（不含厦门）
200 200

9 江西 2,716 1,386 1,330

10
山东

（不含青岛）
424 424

11 河南 4,645 2,148 2,000 497

12 湖北 2,531 1,092 1,000 439

13 湖南 7,998 2,664 4,000 374 960

14 广西 7,965 1,197 3,382 2,012 1,374

15 海南 979 144 338 497

16 重庆 3,626 1,407 1,168 596 455

17 四川 11,026 5,529 3,000 1,140 1,357

18 贵州 8,825 3,618 2,000 1,866 1,341

19 云南 12,962 3,015 5,722 2,866 1,359

20 西藏 5,037 2,082 1,092 1,863

21 陕西 6,878 2,409 4,000 469

22 甘肃 7,258 2,949 2,000 948 1,361

23 青海 6,408 1,101 2,624 1,342 1,341

24 宁夏 2,448 303 1,698 447

25 新疆 3,920 1,374 1,000 172 1,374

合计 116,330 38,952 44,872 12,360 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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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1.戏曲进乡村绩效目标。为 839 个贫困县所辖 12984 个

乡镇配送以地方戏为主的文艺演出，每个乡镇配送数量不少

于 6 场，丰富贫困地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戏曲艺术传

承与发展。

2.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绩效目标。对符合条

件的 22436 个村文化活动室配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备，改

善和提升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施与设备质量。

3.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

器材配置绩效目标。为 6180 个行政村配置广播器材，进一

步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宣传水平。

4.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绩效目标。完成 48 个贫困县

应急广播体系新建或改造任务，提升贫困地区灾害预警应急

广播服务和政务信息发布、政策宣讲服务水平。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工作起止时间为 2019 年 2 月-6 月，评价中央

财政资金 11.63 亿元。通过对 25 个省（区、市）2018 年度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4项中央部门

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全面掌握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执行

效果、存在问题，为专项资金助力文化扶贫工作提供政策建

议。



6

（二）绩效评价原则与方法

本次评价工作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

通过对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的比较和分析，考核

支出效率和支出效果。评价主要采用目标与实效比较的方法，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对受众群体进行问卷访谈。

依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

285 号）、《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

53 号）及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规定，评价工作组结合项目特点

及资金使用具体情况，以资金使用结果为导向，设定了本次

评价指标内容和权重，对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

项目效果进行综合评价，重点关注项目完成情况及预期绩效

目标的可实现性。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为做好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组建了由中心工作人员、协作机构人员组成的绩效评价

工作组。工作组通过资料收集、查阅，与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人员座谈、赴河北省预调研等方式，了

解项目背景、立项依据、绩效目标、项目管理及实施等情况，

确定评价工作重点和评价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形成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实施调研。工作组依据贫困县分布特点，选取 2 个中

部省份（安徽、湖北）、5 个西部省份（广西、重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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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藏）进行现场调研，在与省级财政、文化及广电主

管部门座谈、审核绩效材料的基础上，赴 11 个县（市）、

29 个村实地核实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完成情况，获取评价

资料及绩效数据。同时现场访谈农民群众、地方戏曲演出单

位负责人，累计收回问卷 448 份，其中：“戏曲进乡村”项

目绩效问卷 217 份（农民群众 185 份，相关演出单位 32 份）、

“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绩效问卷 126 份、

“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

配置”及“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绩效问卷 105 份。

3.撰写评价报告。在现场调研及专家审议的基础上，进

一步修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规则，根据各省调研及资

料分析情况，综合评价打分并确定绩效等级，撰写绩效评价

报告。

三、综合评价结论及指标分析

（一）评价结论

经过综合评价，2018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专项资金4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77.1

分，绩效级别评定为“中”。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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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评价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20 15.8 79

项目管理 30 24 80

项目产出 30 22.9 76.33

项目效果 20 14.4 72

综合绩效 100 77.1 77.1

总体来看，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符合国家文化扶贫的

总体战略部署，在丰富贫困地区群众文化生活、改善文化活

动室设备状况、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宣传水平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果，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有所推进。但个别

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资金分配欠规范、制度建设不

完备、项目实施效果不突出、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度不够。

（二）指标分析

1.项目决策。该一级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5.8 分，

得分率 79%。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

序合理，但个别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部分绩效目标内

容不明确、个别省份戏曲进乡村专项资金分配不合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分值 3 分，得 2.5 分。依

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

〔2015〕34 号）、《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意见》（中办发〔2015〕2 号）、《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5〕527

号）等文件规定，文化和旅游部申请设立“戏曲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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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申请设立“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

广播器材配置”、“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推动文

化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符合国家扶贫攻坚战略部署和提升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具体要求，中央部门重点项目

的设立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各自职能紧密相

关，符合公共文化发展法律法规、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部署和

提升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政策要求，但部分县（市）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尚不具备在

2018 年度开工的条件。

（2）决策程序合理性。指标分值 3 分，得 3 分。中央

部门重点项目决策程序合理，在项目实施前开展了较为充分

的调研和论证。依据贫困地区公共文化领域发展现状和面临

的突出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调查研究、

分析论证、出台规划的基础上，申请设立中央部门重点项目，

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发展。

（3）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分值 4 分，得 3 分。“戏

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县级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明确了项

目的总体产出和预期效果，但“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未设置总体绩效目标，

不符合绩效目标设置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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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分值 4 分，得 2.5 分。中

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指标设置基本明确，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

数量指标值偏低，产出时效指标值不清晰，产出成本指标未

明确项目单位成本；“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未设置规范的产出指标和效果

指标，仅对各省（区、市）数量指标进行了逐一列示；“县

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未设置数量指标值，时效指标以

资金下达时效替代项目实施时效。

（5）资金分配方式合理性。指标分值 6 分，得 4.8 分。

中央部门按照预算标准和贫困地区实际需求将重点项目专

项资金分配至相关省（区、市），由相关部门按照资金方向

和用途进行分配和使用，但个别地区资金分配不合理，如：

湖北省向非贫困县（市）分配戏曲进乡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导致贫困县“戏曲进乡村”扶贫项目资金不足，无法实现预

期目标任务；广西自治区靖西市、四川省九龙县、康定市将

部分应由县级文化行政部门统一支付的“戏曲进乡村”专项

资金拨付至乡镇执行。

2.项目管理。该一级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4 分，

得分率 80%。中央及部分省级部门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并

采取措施推动项目实施，但部分省份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

制度执行不到位、资金使用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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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分值 7 分，得 5.8 分。

《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

程方案》（中宣发〔2016〕40 号）、《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

施方案》（文公共发〔2017〕11 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深度贫困县应急广播体系建

设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广电办发〔2018〕64 号）等文件

明确了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组织及实施的具体管理要求，在此

基础上，部分省（区、市）细化了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的管理

措施。但部分地方部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如：安徽、广西、

西藏未制定可操作性的戏曲进乡村工作实施方案；湖北、重

庆、广西、西藏、四川、云南应急广播管理制度尚未建立。

（2）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分值 8 分，得 6.4 分。在

“戏曲进乡村”项目执行过程中，大部分县（市）通过政府

采购方式选取演出团体，并按照中央及地方戏曲进乡村实施

方案组织开展各项工作；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采购坚

持政府购买、乡镇管理、村级使用保管的原则，经各方验收

后正式使用，并建立资产登记台账；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广播器材均通过招标采购确定供应商，并按照

村级广播室播发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工作；大部分县（市）已

完成应急广播体系技术方案设计工作，并启动项目前期工作。

但部分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实施方案落实不到位、县级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推进迟缓，如：部分县（市）“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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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乡村”项目执行过程中配送戏曲类节目过少；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工作实施进度慢，大部分县（市）处于项目前期

招标或施工阶段。

（3）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分值 4 分，得 4 分。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了中央部门重点项目资金管理要求，各省（区、

市）结合中央文件要求、本地区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了专项

资金管理的补充规定。

（4）政府采购管理。指标分值 2 分，得 1.4 分。“贫

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县级应急广播体

系建设”项目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较好，但云南省元阳县和龙

陵县、广西自治区龙州县和靖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未执

行政府采购程序，直接委托艺术表演团体实施。

（5）固定资产管理。指标分值 2 分，得 1.4 分。调研

县（市）针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固定资产基本履行了资

产验收登记手续，但安徽省萧县、湖北省五峰县、重庆市石

柱县、云南省元阳县及龙陵县、广西自治区龙州县购置的部

分文化活动室设备尚未入账核算。

（6）预算执行率。指标分值 4 分，得 2.9 分。“贫困

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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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西自治区龙州县等 4 个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预

算执行率低于 90%；广西自治区靖西县“贫困地区村文化活

动室设备购置”项目预算未执行；湖北省五峰县等 14 个县

（市）“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预算执行率低于 50%，

其中 13 个县（市）项目预算未执行。部分县（市）中央部

门重点项目预算执行率低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资金下达时

间滞后或政采结余过大；二是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正

处于方案设计、施工招标阶段，资金无法支付。

（7）资金使用规范性。指标分值 3 分，得 2.1 分。“民

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

“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较规范，但西藏自

治区将戏曲进乡村专项资金调整用于补助民间艺术团；云南

省元阳县为演出团队报销费用；广西自治区龙州县使用村文

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采购部分办公设备。

3.项目产出。该一级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2.9 分，

得分率 76.33%。2018 年度，“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

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完成情况较好，但“县

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实施进度普遍滞后、部分县（市）

“戏曲进乡村”项目实施质量不高、部分（县）市文化活动

室设备尚未配备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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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戏曲进乡村项目完成率。指标分值 5 分，得 4 分。

大部分县（市）完成了每个乡镇每年不少于 6 场演出的预期

目标任务。但安徽省萧县“戏曲进乡村”项目采购成本为 6000

元/场，每个乡镇仅能配送 5 场地方戏；湖北省五峰县 “戏

曲进乡村”项目应分配资金 24 万元，实际收到资金 4 万元，

未完成预期目标任务。

（2）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完成率。指

标分值 5 分，得 3.6 分。大部分县（市）2018 年度基本文化

服务设备包括音响、乐器、桌椅、演出服装、电子设备、娱

乐用品等，采购任务按计划完成，并配备至相关村文化活动

室使用。但西藏自治区、广西自治区靖西市尚未完成文化设

备采购、配备任务；云南省龙陵县部分采购设备尚未投入使

用。

（3）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

播器材配置项目完成率。指标分值 1 分，得 1 分。结合广电

网络现状，目前村级器材广播配置包括“基于有线/无线调

频副载波系统”、“基于 TS 流数字电视网络系统”、“基

于 IP 网络系统”三种方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了不同

方式对应的村级设备配置清单。2018 年度，调研县（市）纳

入中央财政扶持范围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

器材配置项目均完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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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完成率。指标分值 2 分，

得 0.8 分。除安徽省萧县已全面完工外，其余 6 个省（区、

市）的 15 个县（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尚未完工，大

部分县（市）处于项目前期招标阶段。

（5）戏曲进乡村项目活动质量合格率。指标分值 5 分，

得 4 分。大部分县（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选定承接主

体，戏曲进乡村整体质量较高，但湖北省五峰县等 10 个县

（市）“戏曲进乡村”项目实施过程中，配送节目以歌舞等

综艺节目为主，地方戏曲所占比重过低，偏离政策目标。

（6）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验收合格率。指标分

值 5 分，得 5 分。调研县（市）设备采购到位后，经采购单

位、管理单位及保管使用单位验收合格后，正式投入使用。

（7）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广播器材验

收合格率。指标分值 1 分，得 0.8 分。广播器材配置项目完

成后，调研县（市）采取实地查看、现场开机检测、查阅资

料等多种方式对设备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正式投入使用。

广西自治区尚未对 3 家供应商安装的广播器材进行验收。

（8）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指标分

值 2 分，得 0.8 分。除安徽省萧县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已

竣工验收外，其余 6 个省（区、市）15 个县级应急广播体系

建设项目尚未达到验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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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央部门重点项目完成时效。指标分值 4 分，得

2.9 分。大部分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贫困地区村文化

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完成较及时，但县级应急广播体

系建设项目实施进度普遍滞后。

4.项目效果。该一级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4.4 分，

得分率 72%。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丰

富了贫困地区群众文化生活，改善了村文化活动室设备状况，

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宣传水平，但大部分县（市）应

急广播功能尚未完全实现，文化扶贫与群众实际需求仍有差

距，在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尚有待加强。

（1）戏曲进乡村项目实施效果。指标分值 5 分，得 3.5

分。戏曲进乡村项目丰富了贫困地区村民文化生活，在弘扬

地方戏曲文化艺术、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戏曲进乡村项目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不够，反

映脱贫攻坚等时代主题的创新剧目过少，项目实施效果有待

提升。

（2）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实施效果。

指标分值 5 分，得 3.8 分。项目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

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陈旧、老化甚至缺失的状况，为村

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部分县（市）基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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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备采购清单品目过少，难以满足村民个性化需求，导

致部分配备设备与村民实际需求不符，使用效率不高。

（3）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

播器材配置项目实施效果。指标分值 1 分，得 0.8 分。广播

器材配置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宣

传水平，如：重庆市石柱县借助广播平台开辟“扶贫之声”、

“农技知识”、“政策解读”等板块，每天中午、晚上定时

播出，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农业技术知识、乡

村能人致富故事传递到村村户户，同时从服务当地农民的实

际出发，及时播报日常气象信息和灾害应急信息，受到当地

农民好评。但部分县（市）村级广播器材的使用率有待提高，

如：广西自治区 2383 个行政村广播器材配置项目建成后，

每个点都是孤立的，目前除试点县外，大部分终端尚未实现

联网运行，各级平台的播发信息、宣传内容需进一步统筹规

划。

（4）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效果。指标分值 2

分，得 0.8 分。大部分县（市）项目未启动，无法达到提升

应急广播服务水平的效果；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过程中，

对应急广播终端的抗损性能设计考虑不足，影响突发情况下

应急信息传播功能的实现。

（5）助力文化领域脱贫。指标分值 3 分，得 2.5 分。

项目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领域扶贫工作，但文化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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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的内容应更加丰富，结合贫困地区特点切实与当地群众文

化服务需求有效对接；公共文化在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科学文

化素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

加强。

（6）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分值 4 分，得 3 分。4 项中

央部门重点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地区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改善了当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状况，但

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配备的相应设备,仍与部分农民群众

个性化服务需求不十分匹配；部分县（市）“县级应急广播

体系建设”等项目未如期完成，相关地区农民群众满意度不

高。

四、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问题

1.戏曲进乡村项目问题。一是个别地区资金分配、使用

违反相关规定，如：湖北省在分配中央补助贫困县的戏曲进

乡村专项资金时，未区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按照每个县行

政村数量的比例分配，导致贫困县中央补助资金分配不足；

西藏自治区将戏曲进乡村专项资金调整用于补助民间艺术

团，未用于地方戏曲配送任务；云南省元阳县为演出团队报

销费用；广西自治区靖西市、四川省九龙县、康定市将部分

应由县级文化行政部门统一支付的“戏曲进乡村”专项资金

拨付至乡镇执行；二是个别省份（如：安徽、广西、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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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进乡村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制定具体可行的戏曲进乡村

工作方案，不利于项目有效执行；三是部分县（市）戏曲进

乡村承接主体采购程序不规范，如：云南省元阳县和龙陵县、

广西自治区龙州县和靖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未经政府采

购程序，直接委托艺术表演团体实施。四是部分县（市）戏

曲进乡村项目质量不高，演出内容以歌舞等综艺节目为主、

地方戏曲为辅，偏离政策目标，且配送戏曲传统剧目多、反

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创新剧目少。

2.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问题。一是西藏

自治区、广西自治区靖西县 2018 年度村文化活动室设备配

置项目未按计划完成；二是个别县（市）资金使用超范围，

如：广西自治区龙州县违规使用专项资金购买电脑、打印复

印一体机、数码照相机、电脑桌、办公桌椅等设备，用于改

善村委会办公条件；三是基本文化服务设备采购清单品目过

少，不能满足村民实际需求；四是安徽省萧县等 6 个县（市）

购置的文化服务设备未及时登记入账，国有资产管理存在漏

洞。

3.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

器材配置项目问题。一是个别省份广播器材配置项目验收不

及时，如：广西自治区未对 3 家供应商广播器材配置工作进

行验收；二是大部分县（市）购置的文化服务设备未及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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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入账；三是个别县（市）村级广播室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广播器材利用率不高。

4.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问题。一是项目实施进度

严重滞后，大部分省（区、市）正处于方案设计、项目招标

或前期施工阶段，除安徽省萧县建设项目完成验收、广西自

治区龙州县建设项目基本完成外，其他县（市）均未完成。

二是县级应急广播体系管理制度不健全，如：大部分县（市）

没有制定应急广播管理使用办法，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县

级应急广播系统后续管理使用、运行维护缺乏制度保障；三

是已建成县级应急广播系统普遍存在布点少、抗毁性能不够、

供电单一的问题，影响突发紧急情况下发挥应急广播功能。

5.文化扶贫项目与精准扶贫对接问题。目前实施的“戏

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民族

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

“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与精准扶贫工作的结合

尚存差距，文化的供给体系、需求体系以及供需平衡方面仍

然存在着不匹配的问题，主要原因为：一是贫困落后地区的

人民群众受生产生活方式、教育文化水平、休闲娱乐习惯、

民族风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精神文化方面有着

差异化的需求，统一的实施标准势必难以满足不同贫困地区

的个性化扶贫需求；二是文化扶贫服务与受众群体对接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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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贫困地区多数乡村面临“空心化”、“边缘化”的问题，

有文化的青壮年大部分到城市务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

居多，扶贫项目对其文化需求考虑不足，部分地区下乡演出

观众过少，村文化活动室部分设备使用率不高。

（二）建议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专项资金具有提升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能力和助力文化扶贫的双重功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在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实施成效、与精准扶贫工

作衔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为更好发挥专项资金支出效益和

效率，我们建议：

1.提升戏曲进乡村项目服务水平。一是加强戏曲进乡

村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实施程序规范，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合

规，杜绝随意调整专项资金分配范围；二是建立健全戏曲进

乡村项目管理制度，确保项目实施前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

方案，提高戏曲进乡村工作可操作性；三是结合本地区地方

戏曲艺术特点及农民实际需求，制定年度戏曲进乡村项目剧

目目录、采购清单及服务需求，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选定

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推动戏曲进乡村工作良性发展；四是加

强承接主体的考核和管理工作，坚持地方戏曲为主、其他演

出为辅的原则，弘扬戏曲文化艺术，同时紧扣脱贫攻坚主题，

确保“戏曲进乡村”工作与地方戏曲传承、扶贫政策宣传有

机结合；五是拓展戏曲进乡村组织形式，除组织观看戏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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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外，结合相关地区文化发展基础，适当采取促进戏曲艺术

普及、培育农村戏曲团队等形式，调动贫困地区群众参与戏

曲进乡村项目的积极性，推动戏曲进乡村项目持续发展。

2. 加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管理。一是加快项目实施进

度，确保 2018 年度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全面完成，

提升村文化活动室硬件设施配备水平，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

活；二是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杜绝将文化活

动室设备配备资金挪作他用；三是依据基层群众实际需求，

扩大基本文化服务设备采购目录，满足基层群众对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设备的个性化需求，避免重复配置，提升设备使用

效率和效益；四是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并及时登记入账，确保

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3. 加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广播器材配置管理。一是

及时开展项目验收，确保广播器材尽快投入使用，发挥使用

效益；二是加强资产管理，确保形成的固定资产及时入账核

算；三是进一步健全村级广播室管理制度，明确管理和使用

责任，提高村级广播器材使用效率；四是围绕“建好、管好、

用好”的目标，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广播内容汇聚、播发审

核、指挥调度、运维管理等各项责任，确保村级广播持续服

务于基层公共服务和政策宣传工作。

4.推动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一是各级广电部门

督促未完工县（市）尽快制定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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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形成县级应急广播系统建设技术方案，并经过科学论证，

经省级广电部门审批通过后正式实施，推进项目进程；二是

建立健全县级应急广播管理制度，制定应急广播工作规则、

制度措施、运行规范、操作流程和应急预案，配备专职人员，

明确岗位职责分工，并加强日常督导考核，建立及时有效、

协调有序、安全运行的应急广播管理机制；三是进一步完善

县级应急广播系统功能，实现应急广播信号的无盲区覆盖，

并强化抗毁性能设计，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发挥应急广播功能。

5.推动文化扶贫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一是持续推

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

馈机制，将群众的文化偏好和利益诉求转化为文化服务供给

的决策依据，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

向决策模式，使文化服务产品精准对接贫困地区群众实际需

求；二是支持贫困地区挖掘、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充实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重视培养和发展农村乡土文化人才，

进一步挖掘更多“接地气”的民族民间文化作为创作元素，

与扶贫惠农等时代主题有机结合，体现文化扶贫工作特点；

三是进一步保障贫困地区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进一步加

强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的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提高他们的文化获得感；四是推动贫困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因地制宜发挥本地区特色文化资源优势，扶持一批

文化产业项目，树立文化扶贫的示范品牌，并逐渐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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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实现文化扶贫项目与

脱贫攻坚的精准对接。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由于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专项资金覆盖范围广、评价

时间受限等原因，同时考虑到中央部门及部分省级部门尚不

完全掌握项目总体绩效数据，本次评价选取 7 个省（区、市）、

11 个县（市）作为调查样本，依据抽样调查结果形成本次评

价结论。

附表：1.2018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 4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情况表

2.2018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及评价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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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8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4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项目

决策
20

立项决策 6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2.5

决策程序合理性 3 3

绩效目标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2.5

资金分配 6 资金分配合理性 6 4.8

项目

管理
30

业务管理 1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7 5.8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6.4

资金管理 15

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政府采购管理 2 1.4

固定资产管理 2 1.4

预算执行率 4 2.9

资金使用规范性 3 2.1

项目

产出
30

产出数量 13

戏曲进乡村项目完成率 5 4

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完

成率
5 3.6

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

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完成率
1 1

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完成率 2 0.8

产出质量 13

戏曲进乡村项目活动质量合格率 5 4

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验收合格率 5 5

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广

播器材验收合格率
1 0.8

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2 0.8

产出时效 4 中央部门重点项目完成时效 4 2.9

项目

效果
20

社会效益 16

戏曲进乡村项目实施效果 5 3.5

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实

施效果
5 3.8

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

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实施效果
1 0.8

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效果 2 0.8

助力文化领域脱贫 3 2.5

服务对象满

意度
4 群众满意度 4 3

总分 100 100 10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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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8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4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情况表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项目

决策
20

立项

决策
6

立项依

据充分

性

3

反映中央部门重

点项目立项依据

充分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精准扶贫

战略部署、中央部门职能职责、

公共文化发展法律法规、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规划以及专

项资金扶持方向和重点，是否具

备实施条件。

1.充分，得 2.7-3 分；

2.基本充分，得 1.8-2.7 分（不

含）；

3.不够充分，得 0-1.8 分（不含）。

2.5

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的设立与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各自职能紧密相

关，符合公共文化发展法律法规、国家脱

贫攻坚战略部署和提升贫困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的政策要求，但部分县（市）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

充分，尚不具备在 2018 年度开工的条件。

扣 0.5 分。

决策程

序合理

性

3

反映中央部门重

点项目决策程序

的合理性。

项目立项是否经过充分调研和论

证，是否充分考虑了贫困地区农

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申请程序是

否合规，决策程序是否合理。

1.合理，得 2.7-3 分；

2.基本合理，得 1.8-2.7 分（不

含）；

3.不够合理，得 0-1.8 分（不含）。

3

中央部门重点项目决策程序合理，在项目

实施前开展了较为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依

据贫困地区公共文化领域发展现状和面

临的突出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在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出台规

划的基础上，申请设立中央部门重点项

目，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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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绩效

目标
8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4

反映中央部门重

点项目总体目标

设立与项目实施

内容的相符性。

项目总体目标设置是否合理，是

否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是否可

实现。

1.合理，得 3.6-4 分；

2.较合理，得 2.4-3.6 分(不含)；

3.不够合理，得 0-2.4 分（不含）。

3

“戏曲进乡村”、“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

室设备购置”、“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明确了项目

的总体产出和预期效果，但“民族自治县

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

器材配置”项目未设置总体绩效目标，不

符合绩效目标设置的规范要求。扣 1 分。

绩效指

标明确

性

4

反映中央部门重

点项目绩效指标

的清晰、细化、可

衡量性。

项目绩效指标内容是否明确，是

否清晰、细化，是否能够准确衡

量和评价。

1.明确，得 3.6-4 分；

2.基本明确，得 2.4-3.6 分（不

含）；

3.不够明确，得 0-2.4 分（不含）。

2.5

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绩效指标设置基本明

确，但仍存在如下问题：戏曲进乡村、文

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数量指标值偏低，

产出时效指标值不清晰，产出成本指标未

明确项目单位成本；广播器材配置项目未

设置规范的产出指标和效果指标，仅对各

省（区、市）数量指标进行了逐一列示；

“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未设置数

量指标值，以资金下达时效替代项目实施

时效。扣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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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资金

分配
6

资金分

配合理

性

6

反映中央部门及

地方部门资金分

配的科学性、合理

性。

中央部门资金分配合理，得

2.7-3 分；基本合理，得 1.8-2.7

分（不含）；不够合理，得 0-1.8

分（不含）。

地方部门资金分配合理，得

2.7-3 分；基本合理，得 1.8-2.7

分（不含）；不够合理，得 0-1.8

分（不含）。

4.8

中央部门按照预算标准和贫困地区实际

需求将重点项目专项资金分配至相关省

（区、市），由相关部门按照资金方向和

用途进行分配和使用，但个别地区资金分

配不合理，如：湖北省向非贫困县（市）

分配戏曲进乡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导致

贫困县“戏曲进乡村”扶贫项目资金不足，

无法实现预期目标任务；广西自治区靖西

市、四川省九龙县、康定市将部分应由县

级文化行政部门统一支付的“戏曲进乡

村”专项资金拨付至乡镇执行。扣 1.2

分。

项目

管理
30

业务

管理
15

项目管

理制度

健全性

7

中央及地方部门

业务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

1.中央部门项目管理制度健全，

得 2.7-3 分；基本 健全，得

1.8-2.7 分（不含）；不够健全，

得 0-1.8 分（不含）。

2.地方部门项目管理制度健全，

得 3.6-4 分；基本 健全，得

2.4-3.6 分（不含）；不够健全 ，

得 0-2.4 分（不含）。

5.8

中央部门相关文件明确了 4 项中央部门

重点项目组织及实施的具体管理要求，但

部分地方部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如：安

徽、广西、西藏未制定可操作性的戏曲进

乡村工作实施方案；湖北、重庆、广西、

西藏、四川、云南应急广播管理制度尚未

建立。扣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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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制度执

行有效

性

8

反映项目管理制

度的贯彻落实情

况。

各项管理制度是否得以贯彻落

实，执行是否有效。

1.有效，得 7.2-8 分；

2.较有效，得 6.4-7.2 分（不含）；

3.一般，得 4.8-6.4 分（不含）；

4.较差，得 0-4.8 分（不含）。

6.4

中央及地方部门已建立的各项制度落实

情况较有效，但部分县（市）戏曲进乡村

项目实施方案落实不到位、县级应急广播

体系建设工作推进迟缓，如：部分县（市）

“戏曲进乡村”项目执行过程中配送戏曲

类节目过少；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

实施进度慢，大部分县（市）处于项目前

期招标或施工阶段。扣 1.6 分。

资金管

理
15

资金管

理制度

健全性

4

中央及地方部门

资金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

中央部门资金管理制度健全，得

0.9-1 分；基本健全，得 0.6-0.9

分（不含）；不够健全，得 0-0.6

分（不含）。

地方部门资金管理制度健全，得

2.7-3 分；基本健全，得 1.8-2.7

分（不含）；不够健全，得 0-1.8

分（不含）。

4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中央部门

重点项目资金管理要求，各省（区、市）

结合中央文件、本地区实际情况进一步细

化了专项资金管理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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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政府采

购管理
2

地方项目主管部

门政府采购制度

执行情况。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得

1.8-2 分；

部分县（市）未执行政府采购制

度，得 1.2-1.8 分（不含）；

大部分县（市）未执行政府采购

制度，得 0-1.2 分（不含）。

1.4

“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民

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

工程广播器材配置”、“县级应急广播体

系建设”项目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较好，但

云南省元阳县和龙陵县、广西自治区龙州

县和靖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未执行政

府采购程序，直接委托艺术表演团体实

施。扣 0.6 分。

固定资

产管理
2

反映中央部门重

点项目资金购置

形成的固定资产

管理情况。

固定资产入账及时，得 1.8-2 分；

部分县（市）固定资产入账不及

时，得 1.2-1.8 分（不含）

大部分县（市）固定资产入账不

及时，得 0-1.2 分（不含）。

1.4

调研县（市）针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形成的

固定资产基本履行了资产验收登记手续，

但安徽省萧县、湖北省五峰县、重庆市石

柱县、云南省元阳县及龙陵县、广西自治

区龙州县购置的部分文化活动室设备尚

未入账核算。扣 0.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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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预算执

行率
4

反映和考核中央

部门重点项目专

项资金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执行率=调研

县（市）实际支出

资金/调研县（市）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100%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是否按计

划完成 2018 年度预算执行进度。

1.完成情况好，得 3.6-4 分；

2.完成情况一般，个别中央部门

重点项目未完成年度预算任务，

得 2.4-3.6 分（不含）

3.完成情况较差，绝大部分中央

部门重点项目未完成年度预算任

务，得 0-2.4 分（不含）。

2.9

“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民

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

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

好，但广西自治区龙州县等 4个县（市）

“戏曲进乡村”项目预算执行率低于

90%；广西自治区靖西县“贫困地区村文

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预算未执行；湖

北省五峰县等 14 个县（市）“县级应急

广播体系建设”项目预算执行率低于

50%，其中 13 个县（市）项目预算未执行。

扣 1.1 分。

资金使

用规范

性

3

反映和考核中央

部门重点项目专

项资金在使用过

程中是否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

闲置、损失浪费、

虚报冒领或贪污

等问题。

反映中央部门重点项目专项资金

是否存在被截留、挤占、挪用、

闲置、损失浪费、虚报冒领或贪

污问题。

1.规范，得 2.7-3 分；

2.较规范，得 1.8-2.7 分（不含）；

3.不够规范，得 0-1.8 分（不含）。

2.1

“民族自治县过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较规范，但西

藏自治区将戏曲进乡村专项资金调整用

于补助民间艺术团；云南省元阳县为演出

团队报销费用；广西自治区龙州县使用村

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采购部分

办公设备。扣 0.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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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项目

产出
30

产出数

量
13

戏曲进

乡村项

目完成

率

5

反映戏曲进乡村

项目预期数量目

标完成情况。

戏曲进乡村项目

完成率=调研县

（市）实际演出场

次/调研县（市）

计 划 演 出 场 次

×100%

调研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任

务是否全面完成。

1.全部完成，得 4.5-5 分，

2.个别县（市）未完成，得 3-4.5

分（不含）；

3.大部分县（市）未完成，得 0-3

分（不含）。

4

“戏曲进乡村”项目数量指标完成情况较

好，但安徽省萧县、湖北省五峰县未完成

戏曲进乡村演出场次任务目标。扣 1 分。

贫困地

区村文

化活动

室设备

购置项

目完成

率

5

反映文化活动室

设备购置项目预

期数量目标完成

情况。

文化活动室设备

购置项目完成率=

调研县（市）实际

配备设备数量/调

研县（市）计划配

备 设 备 数 量

×100%

调研县（市）贫困地区村文化活

动室设备购置项目任务是否全面

完成。

1.全部完成，得 4.5-5 分，

2.个别县（市）未完成，得 3-4.5

分（不含）；

3.大部分县（市）未完成，得 0-3

分（不含）。

3.6

“贫困地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较好，但西藏自治区、

广西自治区靖西市尚未完成文化设备采

购、配备任务；云南省龙陵县部分采购设

备尚未投入使用。扣 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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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民族自

治县边

境县综

合文化

服务中

心覆盖

工程广

播器材

配置项

目完成

率

1

反映广播器材配

置项目预期数量

目标完成情况。

广播器材配置项

目完成率=调研县

（市）实际配置广

播器材数量/调研

县（市）计划配置

广 播 器 材 数 量

×100%

调研县（市）民族自治县边境县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

器材配置项目任务是否全面完

成。

1.全部完成，得 0.9-1 分，

2.个别县（市）未完成，得

0.6-0.9 分（不含）；

3.大部分县（市）未完成，得

0-0.6 分（不含）。

1

调研县（市）“民族自治县、边境县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播器材配置”项

目数量指标已完成。

县级应

急广播

体系建

设完成

率

2

反映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项目

预期数量目标完

成情况。

县级应急广播体

系建设项目完成

率=调研县（市）

实际完成数量/调

研县（市）计划实

施数量×100%

调研县（市）县级应急广播体系

建设项目任务是否全面完成。

1.全部完成，得 1.8-2 分，

2.个别县（市）未完成，得

1.2-1.8 分（不含）；

3.大部分县（市）未完成，得

0-1.2 分（不含）。

0.8

除安徽省萧县已全面完工外，其余 6个省

（区、市）15 个县（市）应急广播体系

建设项目尚未完工。扣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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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产出质

量
13

戏曲进

乡村项

目活动

质量合

格率

5

地方戏曲演出是

否达到招标文件

服务需求，演出剧

目是否符合当地

百姓文化需求。

戏曲进乡村项目

活动质量合格率=

调研县（市）验收

合格场次/调研县

（市）全部演出场

次×100%

调研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是

否达到预期质量标准。

1.全部达到质量标准，得 4.5-5

分；

2.个别县（市）未达到质量标准，

得 3-4.5 分（不含）；

3.大部分县（市）未达到质量标

准，得 0-3 分（不含）。

4

大部分县（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选

定承接主体，戏曲进乡村整体质量较高，

但湖北省五峰县等 10 个县（市）“戏曲

进乡村”项目实施过程中，配送节目以歌

舞等综艺节目为主，地方戏曲所占比重过

低，偏离政策目标。扣 1分。

贫困地

区村文

化活动

室设备

验收合

格率

5

反映贫困地区村

文化活动室配备

设备质量情况。

贫困地区村文化

活动室设备验收

合格率=调研县

（市）验收合格设

备/调研县（市）

实 际 采 购 设 备

×100%

调研县（市）贫困地区村文化活

动室设备是否经验收合格。

1.全部合格，得 4.5-5 分；

2.个别县（市）采购设备验收不

合格或尚未验收，得 3-4.5 分（不

含）；

3.大部分县（市）采购设备验收

不合格或尚未验收，得 0-3 分（不

含）。

5
调研县（市）已完成采购的文化活动室设

备均经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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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民族自

治县边

境县综

合文化

服务中

心广播

器材验

收合格

率

1

反映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广播器材

配置质量。

民族自治县、边境

县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广播器材验

收合格率=调研县

（市）验收合格设

备数量/调研县

（市）实际采购设

备数量×100%

调研县（市）广播器材是否经验

收合格。

1.全部合格，得 0.9-1 分；

2.个别县（市）采购设备验收不

合格或尚未验收，得 0.6-0.9 分

（不含）；

3.大部分县（市）采购设备验收

不合格或尚未验收，得 0-0.6 分

（不含）。

0.8

调研县（市）采购的广播器材验收情况较

好，但广西自治区尚未对 3家供应商安装

的广播器材进行验收。扣 0.2 分。

县级应

急广播

体系建

设项目

验收合

格率

2

反映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项目

质量，是否达到技

术标准。

县级应急广播体

系建设项目验收

合格率=调研县

（市）验收合格项

目/调研县（市）

实 际 完 成 项 目

×100%

调研县（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项目是否经验收合格。

1.全部验收合格，得 1.8-2 分；

2.个别县（市）应急广播体系建

设项目验收不合格或尚未验收，

得 1.2-1.8 分（不含）；

3.大部分县（市）应急广播体系

建设项目验收不合格或尚未验

收，得 0-1.2 分（不含）。

0.8

除安徽省萧县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已

竣工验收外，其余 6 个省（区、市）15

个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尚未达到

验收阶段。扣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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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产出

时效
4

中央部

门重点

项目完

成时效

4

反映 4 项中央部

门重点项目完成

的及时性。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是否按照

预期时效指标及时完成：

1.及时，得 3.6-4 分；

2.较及时，得 2.4-3.6 分（不含）；

3.不够及时，得 0-2.4 分（不含）。

2.9

大部分县（市）戏曲进乡村项目、贫困地

区村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项目、民族自治

县边境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广

播器材配置项目完成较及时，但县级应急

广播体系建设项目实施进度普遍滞后。扣

1.1 分。

项目

效果
20

社会

效益
16

戏曲进

乡村项

目实施

效果

5

反映戏曲进乡村

项目实施对贫困

地区村民文化生

活的促进作用。

项目实施与村民实际需求是否匹

配，村民是否乐于接受并参与其

中。

1.显著，得 4.5-5 分；

2.较显著，得 3-4.5 分（不含）；

3.不够显著，得 0-3 分（不含）。

3.5

戏曲进乡村项目丰富了贫困地区村民文

化生活，但戏曲进乡村项目与精准扶贫工

作结合不够，反映脱贫攻坚等时代主题的

创新剧目过少，项目实施效果有待提升。

扣 1.5 分。

贫困地

区村文

化活动

室设备

购置项

目实施

效果

5

反映贫困地区村

文化活动室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设

备改善状况，是否

满足群众设备使

用需求。

效果是否显著，贫困地区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设备使用状况是否明

显改善，是否满足群众使用需求。

1.显著，得 4.5-5 分；

2.较显著，得 3-4.5 分（不含）；

3.不够显著，得 0-3 分（不含）。

3.8

文化活动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备改善

情况较显著，但部分县（市）基本文化服

务设备采购清单品目过少，难以满足村民

个性化需求，导致部分配备设备与村民实

际需求不符，使用效率不高。扣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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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民族自

治县边

境县综

合文化

服务中

心覆盖

工程广

播器材

配置项

目实施

效果

1

反映贫困地区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覆盖工程广播

器材配置项目对

当地公共服务能

力和宣传水平的

提升程度。

项目实施是否起到提升基层公共

服务能力和宣传水平的作用，对

相关公共服务信息传递是否起到

推动作用。

1.有效提升，得 0.9-1 分；

2.较有效，得 0.6-0.9 分（不含）；

3.提升程度较差，得 0-0.6 分（不

含）。

0.8

广播器材配置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宣传水平，但部分县

（市）村级广播器材的使用率有待提高。

扣 0.2 分。

县级应

急广播

体系建

设项目

实施效

果

2

反映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在应急广

播服务方面起到

的促进作用。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建设功能是否

完善，是否与相关系统对接，是

否实现应急广播功能。

1.有效提升，得 1.8-2 分；

2.较有效提升，得 1.2-1.8 分（不

含）；

3.提升程度较差，得 0-1.2 分（不

含）。

0.8

大部分县（市）项目未启动，无法达到提

升应急广播服务水平的效果；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过程中，对应急广播终端的抗

损性能设计考虑不足，影响突发情况下应

急信息传播功能的实现。扣 1.2 分。



13/共 13 页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规则

评价

得分
评价意见

助力文

化领域

脱贫

3

反映中央部门重

点项目的实施对

贫困地区文化领

域脱贫的可持续

影响作用。

项目实施是否对贫困地区文化领

域脱贫起到可持续推动作用。

1.可持续性强，得 2.7-3 分；

2.可持续性一般，得 1.8-2.7 分

（不含）；

3.可持续性较差，得 0-1.8 分（不

含）。

2.5

项目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领域

扶贫工作，但文化扶贫的内容应更加丰

富，结合贫困地区特点切实与当地群众文

化服务需求有效对接；公共文化在提高贫

困地区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

强。扣 0.5 分。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4
群众满

意度
4

反映群众对中央

部门重点项目实

施后的整体满意

程度。

项目实施是否能够满足贫困地区

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或改善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状况，农民群

众是否满意。

1.满意，得 3.6-4 分。

2.较满意，得 3.2-3.6（不含）

3.满意度一般，得 2.4-3.2（不

含）；

4.满意度较差，得 0-2.4 分（不

含）。

3

4 项中央部门重点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需求，改善了当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状

况，但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配备的相应

设备,仍与部分农民群众个性化服务需求

不十分匹配；部分县（市）“县级应急广

播体系建设”等项目未如期完成，相关地

区农民群众满意度不高。扣 1分。

总分 100 100 10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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