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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青山区文化馆属公益性文化单位，是全区群众文化活动、文

艺创作、艺术培训的中心。其主要工作职责为：承担组织开展地

区导向性、指令性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群众

喜乐的节日、广场文化活动;承担组织创作各类文艺作品，并参

加各级各类文艺比赛、展演和节日庆典活动;承担辅导地区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机关、街道、社区开展文化活动，指导群众

业余文艺团队建设，组织举办各类公益性文艺培训，辅导和培训

群众文艺骨干和少儿艺术人才;承担发掘、收集、整理、研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展示、

宣传活动，支持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承担组织辅导和研究群众

文艺创作，组织开展文艺理论研究、研讨和交流;承担组织开展

文化对外交流活动;承担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单位构成看，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部门决算由纳入独立核

算的单位本级决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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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2022年度

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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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单位无此经费

说明：本单位无此经费



12



13

第三部分 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 2022 年度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支总计 642.10 万元。与 2021 年度相比，收、

支总计各减少125.42万元，下降 16.34%，主要原因一是由于 2022

年在职及退休人员奖金 51.92 万元未发放；本年 3 名新进人员工

资 7.2 万元未发，公用经费未使用；本年 2 名在职转退休，导致

2022 年基本支出比上年减少 72.32 万元。二是由于 2022 年文化

事业费、业务运行费（非税）、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日常维修维护

（非税）财政年终压减经费 20%，导致 2022 年项目支出比上年

减少 53.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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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入合计 642.1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42.10万元，占本年收入 100.00%。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3、卫生健康支出（类）。

4、住房保障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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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收入决算结构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支出合计 642.1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40.29

万元，占本年支出 68.57%；项目支出 201.81 万元，占本年支出

31.43%。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3、卫生健康支出（类）。

4、住房保障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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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支出决算结构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642.10 万元。与 2021 年度

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125.42 万元，下降 16.34%。

主要原因一是由于 2022 年在职及退休人员奖金 51.92 万元未发

放；本年 3 名新进人员工资 7.2 万元未发，公用经费未使用；本

年 2 名在职转退休，导致 2022 年基本支出比上年减少 72.32 万

元。二是由于 2022 年文化事业费、业务运行费（非税）、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日常维修维护（非税）财政年终压减经费 20%，导

致 2022 年项目支出比上年减少 53.10 万元。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42.10 万元，比 2021 年度决算数减少 125.42 万元。减少主要

原因是 2022 年基本支出减少 72.32 万元，项目支出减少 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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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642.10 万元，占本年

支出合计的 100.00 %。与 2021 年度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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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支出减少 125.42 万元， 下降 16.34%。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

一是由于 2022 年在职及退休人员奖金 51.92 万元未发放；本年

3 名新进人员工资 7.2 万元未发，公用经费未使用；本年 2 名在

职转退休，导致 2022 年基本支出比上年减少 72.32 万元。二是

由于 2022 年文化事业费、业务运行费（非税）、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日常维修维护（非税）财政年终压减经费 20%，导致 2022

年项目支出比上年减少 53.1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642.10 万元，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

1.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533.72 万元，占

83.12%。

2.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0.64 万元，占 3.21%。

3. 卫生健康（类）支出 52.05 万元，占 8.11%。

4. 住房保障（类）支出 35.69 万元，占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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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730.85万

元，支出决算为 642.1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7.86 %。其中：

基本支出 440.29 万元，项目支出 201.81 万元。项目支出主要用

于区级文化馆免费开放经费 12.00 万元，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全年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日常维护（非税）31.74 万元，

主要成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维修维护，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活

动开展；文化事业费 37.5 万元主要成效创作有思想性反映时代

特征、彰显和谐社会弘扬正能量的艺术作品；文艺进社区呈现出

周周有演出、月月有活动的良好态势；2022 年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免费开放中央补助 12 万元，主要成效保障文化馆、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全年免费开放；非税业务运行费 100.51 万元，主要

成效保障自收自支退休人员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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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年初预算为628.28万元，

支出决算为 533.7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4.95%，支出决算数

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 2022 年在职及退休人员

奖金 51.92 万元未发放；本年 3 名新进人员工资 7.2 万元未发，

公用经费未使用；本年 2 名在职转退休，二是由于 2022 年文化

事业费、业务运行费（非税）、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日常维修维护

（非税）财政年终压减经费 2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20.64 万元，支出

决算为 20.6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支出决算数于年初

预算数持平。

3.卫生健康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46.25 万元，支出决算

为 52.0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2.56%，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奖金、职工个人医疗核定标准均较

2021 年有所增加。

4.住房保障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35.69 万元，支出决算为

35.6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支出决算数于年初预算数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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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440.29 万元，其

中：

人员经费 429.62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金、生活补助、救济费、医

疗费补助、助学金、奖励金、个人农业生产补贴、代缴社会保险

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 10.67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

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

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

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被装购置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

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公务用车购置、其他

交通工具购置、文物和陈列品购置、无形资产购置、其他资本性

支出。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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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年收入 0.00 万元，本年支出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说明：本部门当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支出 0.00 万元。

说明：本部门当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3.00 万元，支

出决算为 1.52 万元，完成预算的 50.67%；较上年减少 0.19 万

元，下降 11.47%。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减少公车运

行，压缩公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较上年减少的主要原因：2022

年减少公车使用率，全年无汽油费用支出，节约经费。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万元，支出决算为0.00万元，

完成预算的 0%。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 3.00 万元，支出决算

为 1.52 万元，完成预算的 50.67%；较上年减少 0.1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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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1.47%。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减少公车运行，

压缩公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较上年减少的主要原因：2022 年

减少公车使用率，全年无汽油费用支出，节约经费。

(1)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万元，本年度

购置(更新)公务用车 0 辆。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52 万元，主要用于电影放映

车日常运行维护，其中：维修费 1.34 万元；保险费 0.18 万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1 辆。

3.公务接待费预算为 0.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完

成预算的 0%；较上年增加(减少)0.00 万元。

2022 年度 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 执行公务和开展业务活动

开支公务接待费 0 万元。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2 年度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 万

元，比 2021 年度增加(减少) 0.00 万元，增长(下降) 0%。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2年度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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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3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00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18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1.52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52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100.0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共有车辆 1

辆，其中，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 辆。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设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单位)组织对 2022 年度一

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4 个，资

金 181.7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90.06%。从绩

效评价情况来看，全面落实绩效目标任务，统筹兼顾，扎实推进，

完成情况良好。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自评结果

我部门(单位)组织对本单位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资金

642.10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



25

一是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举办地区性“迎春月”系列文化活

动、“武汉之夏”系列活动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10 场）。

二是文化馆工作正常运转（全年免费开放每周开放 59 小时，

为全区 12 条街道全年免费放映电影 144 场，全年免费为 32 个团

队提供活动场地达 702 场次；全年开展文艺辅导。开展广场舞蹈、

合唱、摄影、剪纸、文化站长等各类艺术培训班 12 次，培训学

员 300 人次；全年馆专业干部下基层 110 天，辅导文艺骨干达

4000 余人次；全年组织参加市级以上各种文艺比赛、展演活动 8

次，获市级奖项 26 件；并积极开展角逐“黄鹤群星奖”、“楚

天群星奖”的作品创作活动；深入推进职能部门“好样的工作

队”开展惠民文化活动；充分利用“青山文体荟”--“青小文”

公众微信号宣传青山文化工作，并开通抖音号“青小文”以直播

的形式开拓新型文艺节目呈现方式）。

(三)项目支出自评结果

我部门(单位)在 2022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

评结果(不包括涉密项目)，共涉及 4 个一级项目。

1. 文化事业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46.88 万

元，执行数为 37.5万元，完成预算的 79.99%。主要产出和效益

是：一是开展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免费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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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场地，全年为农村、社区放电影，保证文化馆馆日常工作开展；

二是加强基层文化骨干的培训指导，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建设，为

各类艺术骨干提供培训、辅导。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无。下一步

改进措施：一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二是完善管

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三是加强新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2. 区级文化馆免费开放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

数为 12 万元，执行数为 1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

和效益是：一是开展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免费为群众文化活动

提供活动场地，全年为农村、社区放电影，保证文化馆日常工作

开展；二是加强基层文化骨干的培训指导，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建

设，为各类艺术骨干提供培训、辅导。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无。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二是

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三是加强新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3.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维修维护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

年预算数为 59.36 万元，执行数为 31.74 万元，完成预算的

53.47%。主要产出和效益是：对办公及活动场地维护修缮，保障

文化馆日常工作及活动的有序开展。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无。下

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二是完

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三是加强新行政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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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税业务运行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39.26

万元，执行数为 100.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72.17%。主要产出和

效益是：一是开展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免费为群众文化活动提

供活动场地，全年为农村、社区放电影，保证文化馆日常工作开

展；二是加强基层文化骨干的培训指导，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建设，

为各类艺术骨干提供培训、辅导。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无。下一

步改进措施：一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二是完善

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三是加强新行政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相关规定，按政策规定及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

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

算草案，避免项目支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预算支出与实际执

行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

经批准。

加强新《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

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

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

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

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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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

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避免项

目支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

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第四部分 2022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重点工作事项标题

序号
重要事

项

工作内容及目

标
完成情况

1
基层队

伍建设

加强基层文化

骨干的培训指

导

全年开展广场舞蹈、文化站

长等各类艺术培训班 12 次，

培训学员 300 人次；全年文

艺干部下基层 110 天，辅导

文艺骨干达 4000 余人次；

2
文化品

牌打造

举办大型群众

文化活动

举办地区性“迎春月”系列

文化活动、“武汉之夏”系

列活动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10 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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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政府性基金

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

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六)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本经营

3
组织参

加比赛

组织各类文艺

团队参加市级

以上各类比赛

全年组织参加市级以上各种

文艺比赛、展演活动 8 次，

获市级奖项 26 件；并积极开

展角逐“黄鹤群星奖”、“楚

天群星奖”的作品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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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

营收入”等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该项名词解释中“上述……

等收入”请依据部门收入的实际情况进行解释)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

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

资金。

(十)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到项级)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一般

行政管理事务（项）用于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未单独实行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群众

文化（项）用于反映群众文化方面的支出，包括基层文化馆（站）、

群众艺术馆支出等。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新闻出版电影（款）电

影（项）用于反映电影事业专项资金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用于反映机关事业单

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

医疗（项）用于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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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

医疗（项）用于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

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

疗补助（项）用于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

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用于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医疗

保障方面的支出。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用于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

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用于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

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参考《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说明逐项解释)

(十一)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十二)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

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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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五)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市直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

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

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

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

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

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

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八)其他专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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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附件

一、2022年度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整体绩效自评表/结果(摘

要版)

2022 年度青山区文化馆整体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 青山区文化馆 填报日期：2023.5.20

部门名称 青山区文化馆

基本支出总额 440.29 项目支出总额 201.81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部门整体

支出总额
730.86 642.1 87.86% 18

年度目标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丰富文化活动内容，扩大文化惠民活动影响力。紧扣实事

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

标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放映免费电影场次 ≥144场 144 6

每周免费对外开放
≥59小

时
59 7

免费提供活动场次 ≥702次 702 10

获市以上奖励 ≥10件 26 10

质量指标 开展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场次 ≥10场 10 6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开展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场次 10场 ≥10场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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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指

标

保护环境，无破坏
是/

否
是 1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是/

否
是 10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90% 90% 10

总分 93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备注：

1. 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

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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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

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

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 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

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

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 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2022年度青山区文化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结果（格式）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93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执行率情况。

2022年实际收到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30.86万元，

执行数 642.1万元，执行率 87.86%。

2.完成的绩效目标。

举办地区性“迎春月”系列文化活动、“武汉之夏”系列活动、

等大型群众文化活动 10场（次）；全年免费开放。每周开放 59

小时，为全区 12条街道全年免费放映电影 144场，全年免费为

32个团队提供活动场地达 702场次；全年开展文艺辅导。开展

广场舞蹈、合唱、摄影、剪纸、文化站长等各类艺术培训班 12

次，培训学员 300人次；全年馆专业干部下基层 110天，辅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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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骨干达 4000余人次；全年组织参加市级以上各种文艺比赛、

展演活动 8次，获市级奖项 26件；并积极开展角逐“黄鹤群星奖”、

“楚天群星奖”的作品创作活动；

深入推进职能部门“好样的工作队”开展惠民文化活动；充分

利用“青山文体荟”--“青小文”公众微信号宣传青山文化工作，并

开通抖音号“青小文”以直播的形式开拓新型文艺节目呈现方式；

3. 未完成的绩效目标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无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绩效管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转变职能、

提高效率、改进作风的重要举措，我馆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工作，

全面客观地评价我馆绩效工作情况。账目一清二楚，花了多少钱、

怎么花的，花得值不值，该不该花，钱花在什么地方，办了什么

事，取得了什么效果都弄得明明白白。今后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

规范健全完善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监督管理，加强绩效管理，不

断探索、不断完善，为青山区公共文化的繁荣添砖加瓦。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

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避免项

目支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



37

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附件：2022年度青山区文化馆整体绩效自评表（附后，参见附

件 3）

青山区文化馆

2023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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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度武汉市青山区文化馆项目绩效自评表/结果（摘要

版）

2022 年度文化事业项目自评表

部门名称：青山区文化馆 填报日期：2023.5.20

项目名称 文化事业费

主管部门 青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项目实施单位 青山区文化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 3、上级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

（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

率）

年度财政资

金总额
46.88 37.5 79.99% 16

年度绩

效目标

1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

实际完

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放映免费电影场次 ≥144场 144 3

每周免费对外开放 ≥59小时 59 3

免费提供活动场次 ≥702次 702 3

获市以上奖励 ≥10件 26 10

质量指标 开展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场次 ≥10场 10 3

时效指标 按进度完成率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 100% 1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地区性群众文化活动场次 10场 ≥10场 10 3

环境效益指标 保护环境，无破坏 是/否 是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是/否 是 10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90% 90% 10

总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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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备注：

1. 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

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 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

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

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 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

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 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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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文化事业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91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执行率情况。2022年财政资金预算数为 46.88万元，2022年

本单位共执行 37.5万元，执行率为 79.99%。得分 16分。

2. 完成的绩效目标。全年免费开放。每周开放 59小时，为全区

12条街道全年免费放映电影 144场，全年免费为 32个团队提供活动

场地达 702场次；

全年开展文艺辅导。开展广场舞蹈、合唱、摄影、剪纸、文化站

长等各类艺术培训班 12次，培训学员 300人次；全年馆专业干部下

基层 110天，辅导文艺骨干达 4000余人次；

3. 未完成的绩效目标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健全，预算绩效管理还停留在财务管理

层面，部门及基层单位尚未建立与绩效目标相匹配的预算绩效管理制

度。在编制部门预算时，不能提供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没有定性和

定量的评价标准作为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依据。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善等相

关内容。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单位的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

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

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单位人

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与各岗位是



41

否履职尽责相结合，将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对各岗位人员工作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2. 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绩效评价主要包括预算绩效目标编报、预算执行、预算管理三个方面，

本单位将确保项目绩效支出的各项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并将绩效自评

结果作为年度预算、预算调整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附件：2022 年度文化事业费项目自评表

青山区文化馆

2023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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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免费开放项目自评表

部门名称：青山区文化馆 填报日期：2023.5.20

项目名称 区级文化馆免费开放经费

主管部门 青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项目实施单位 青山区文化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 3、上级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

（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

率）

年度财政资

金总额
12 12 100% 20

年度绩效

目标 1
（80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

完成

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每周免费对外开放 ≥59小时 59 10

免费提供活动场次 ≥702次 702 10

时效指标 按进度完成率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 100% 1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健全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

时政法制科普教育、公益性群众文

化活动、公益性展览展示、培训基

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群众

文艺作品创作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

是/否 是 1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是/否 是 17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90% 90% 10

总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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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区级文化馆免费开放经费 12 万元，全额支出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

放。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对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绩效目标合理性进行

重点论证，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要条件。先制定总体绩效考核目标，

再将目标分解，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绩效目标审核。

绩效目标清晰地反映预算资金预期产出和效果，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等绩效指标。提高行政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绩效管理意识

备注：

1. 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

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 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

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

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 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

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 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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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区级免费开放经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97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执行率情况。

2022 年区级免费开放经费为 12 万元，2022 年本单位共执行 12

万元，执行率为 100%。得分 20分。

2. 完成的绩效目标。

在完成每周免费对外开放≥59小时、免费提供活动场次≥702场

的绩效目标任务的同时，全年免费开放。每周开放 59小时，为全区

12条街道全年免费放映电影 144场，全年免费为 32个团队提供活动

场地达 702场次；

全年开展文艺辅导。开展广场舞蹈、合唱、摄影、剪纸、文化站

长等各类艺术培训班 12次，培训学员 300人次；全年馆专业干部下

基层 110天，辅导文艺骨干达 4000余人次；

3. 未完成的绩效目标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健全，预算绩效管理还停留在财务管

理层面，部门及基层单位尚未建立与绩效目标相匹配的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在编制部门预算时，不能提供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没有定性

和定量的评价标准作为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依据。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善等相

关内容。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单位的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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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

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单位人

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与各岗位是

否履职尽责相结合，将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对各岗位人员工作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2. 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绩效评价主要包括预算绩效目标编报、预算执行、预算管理三个方面，

本单位将确保项目绩效支出的各项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并将绩效自评

结果作为年度预算、预算调整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附件：2022 年度区级免费开放经费项目自评表

青山区文化馆

2023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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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维修维护经费项目自评表

部门名称：青山区文化馆 填报日期：2023.5.20

项目名称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维修维护经费

主管部门 青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项目实施单位 青山区文化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 3、上级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分*执行

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59.36 31.74 53.47% 11

年度

绩效

目标 1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

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每周免费对外开放 ≥59小时 59 10

免费提供活动场次 ≥702次 702 10

时效指标 按进度完成率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 100% 1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健全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时政法制

科普教育、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公益性展

览展示、培训基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

导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

是/否 是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是/否 是 13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90% 90% 10

总分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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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备注：

1. 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

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 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

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

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 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

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 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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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维修维护

经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84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执行率情况。

2022 年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维修维护经费财政资金预算数为 59.36 万

元，2022 年本单位共执行 31.74 万元，执行率为 53.47%。得分 11 分。

2. 完成的绩效目标。

举办地区性“迎春月”系列文化活动、“武汉之夏”系列活动、等大

型群众文化活动 10 场（次）；全年免费开放。每周开放 59 小时，为全区

12 条街道全年免费放映电影 144 场，全年免费为 32 个团队提供活动场地

达 702 场次；全年开展文艺辅导。开展广场舞蹈、合唱、摄影、剪纸、文

化站长等各类艺术培训班 12 次，培训学员 300 人次；全年馆专业干部下

基层 110 天，辅导文艺骨干达 4000 余人次；全年组织参加市级以上各种

文艺比赛、展演活动 8 次，获市级奖项 26 件；并积极开展角逐“黄鹤群

星奖”、“楚天群星奖”的作品创作活动；

深入推进职能部门“好样的工作队”开展惠民文化活动；充分利用

“青山文体荟”--“青小文”公众微信号宣传青山文化工作，并开通抖音

号“青小文”以直播的形式开拓新型文艺节目呈现方式；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健全，预算绩效管理还停留在财务管理层

面，部门及基层单位尚未建立与绩效目标相匹配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在

编制部门预算时，不能提供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没有定性和定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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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作为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依据。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善等相关内

容。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单位的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

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

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单位人

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与各岗位是

否履职尽责相结合，将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对各岗位人员工作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2. 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绩效评价主要包括预算绩效目标编报、预算执行、预算管理三个方面，

本单位将确保项目绩效支出的各项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并将绩效自评

结果作为年度预算、预算调整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附件：2022 年度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维修维护经费项目自评表

青山区文化馆

2023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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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非税业务运行费项目自评表

部门名称：青山区文化馆 填报日期：2023.5.20

项目名称 非税业务运行费

主管部门 青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项目实施单位 青山区文化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区级专项 □ 3、上级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139.26 100.51 72.17% 14

年度

绩效

目标 1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

指标

时效指标 按进度完成率 100% 100% 2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 100% 2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自收退休人员工资及相关福利待

遇的发放，做好维稳工作。
是 是 20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95% 95% 16

总分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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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备注：

1. 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

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 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

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

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 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

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 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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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非税业务运行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90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执行率情况。

2022年非税业务运行费财政资金预算数为 139.26万元，2022年

本单位共执行 100.51万元，执行率为 72.17%。得分 14分。

2. 完成的绩效目标。

举办地区性“迎春月”系列文化活动、“武汉之夏”系列活动、等大

型群众文化活动 10场（次）；

全年免费开放。每周开放 59小时，为全区 12条街道全年免费放

映电影 144场，全年免费为 32个团队提供活动场地达 702场次；

全年开展文艺辅导。开展广场舞蹈、合唱、摄影、剪纸、文化站

长等各类艺术培训班 12次，培训学员 300人次；全年馆专业干部下

基层 110天，辅导文艺骨干达 4000余人次；

全年组织参加市级以上各种文艺比赛、展演活动 8次，获市级奖

项 26 件；并积极开展角逐“黄鹤群星奖”、“楚天群星奖”的作品创作

活动；

深入推进职能部门“好样的工作队”开展惠民文化活动；充分利用

“青山文体荟”--“青小文”公众微信号宣传青山文化工作，并开通抖音

号“青小文”以直播的形式开拓新型文艺节目呈现方式；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健全，预算绩效管理还停留在财务管

理层面，部门及基层单位尚未建立与绩效目标相匹配的预算绩效管理



53

制度。在编制部门预算时，不能提供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没有定性

和定量的评价标准作为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依据。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 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善等相

关内容。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单位的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

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

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单位人

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与各岗位是

否履职尽责相结合，将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对各岗位人员工作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2. 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绩效评价主要包括预算绩效目标编报、预算执行、预算管理三个方面，

本单位将确保项目绩效支出的各项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并将绩效自评

结果作为年度预算、预算调整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附件：2022 年非税业务运行费项目自评表

青山区文化馆

2023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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