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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项目

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为增强基层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维护社区和谐稳定，解决辖区居民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或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特开展

实施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项目，项目所需经费来源于自治区、

市及旗县区三级财政资金。

自治区财政厅及党委组织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街

道社区党组织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呼和浩特市财政局

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专项资金管理

的通知》，文件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予以规范和明确。

服务群众经费主要支持用于便民利民类、群众活动类、

关爱帮扶类、公益风尚类以及居民群众迫切需要提供的其他

服务事项；办公经费直接用于支持开展社区党组织日常活动，

维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所涉及的办公用品、水电费、报刊征

订费等相关必要支出；社区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奖补资金主

要用于补助新建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和对功能相对落后的

党组织活动场所进行改造升级。

2023 年社区党组织建设项目经费安排资金 15780 万元。

其中自治区财政安排资金 3510 万元、市本级财政统筹安排

6240 万元、旗县区财政需配套 6030 万元。具体资金标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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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情况如下表：

经费标准及分配情况汇总表

财政层级 民生服务经费标准 办公经费标准 分配社区数量 备注

自治区财政 10 万元/社区 -- 319
场所建设奖补资

金 320 万元

市财政 10 万元/社区 5万元/社区 402 示范社区210万元

旗县区财政 10 万元/社区 5万元/社区 402 应配套社区数量

2023 年全市共有 402 社区安排街项目经费预算，实际共

有 388 个社区实际使用该项经费，另外 14 个社区因未实体

化运转等原因未使用项目资金。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增强基层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年度绩效目标为保障社区工作正常运转，

提高社区服务能力。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项目评价时间范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采取现场和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现场评价

实地调研赛罕区、新城区、玉泉区、回民区、和林格尔县及

土左旗 6 个地区 15 个街道办、乡镇及区域服务中心，覆盖

项目范围占具体项目地区总数的 67%、项目预算总额的 32%。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分“81.18”，评级“良”。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符合相关国家政策法规

要求，与街道社区职责范围相符，实施的项目具有公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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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长效管理机制健全。项目期内预算

资金到位情况良好，资金到位率为 96.71%，全市项目单位累

计完成便民利民类项目 1544 项、群众活动类项目 402 项、

关爱帮扶类项目 66 项、公益风尚类项目 496 项以及迫切服

务事项类 174 项。通过项目的实施，便利了居民生活，改善

了小区环境，有效解决了辖区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及关

系居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推动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

力的现代城市起到了积极助力作用。

但项目也存在诸如绩效目标设置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

性低，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指标设置不规范，缺少可衡

量性；在预算编制方面存在个别社区办公经费额度不能满足

当年办公需求的情况。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仅达到 53.65%；

疫情防控、小区零星维修改造及老旧小区环境整治的部分费

用支出方向与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支出方向不符；项目

实施单位制定的政府采购、财务及预算管理等制度内容较为

原则，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待加强；社区开

展居民需求调查工作有效性不足、项目验收手续不完备、实

施方案及结果公示不完备以及服务开展多样性上稍显不足

等情况。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出发点，创建文明城市为宗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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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联系社区群众，全力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

项目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出发点，创建文明城市为宗旨，

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社区群众，全力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

2023 年全市累计开展便民利民类项目 1544 项、群众活动类

项目 402 项、关爱帮扶类项目 66 项、公益风尚类项目 496

项以及迫切服务事项类 174 项，通过为辖区居民添置必要工

具用品、维修改造公用设施设备、整治环境、举办节假日活

动等工作，为辖区居民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项目长效机制健全，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了必要基础。

项目后续政策为构建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创新发展基

层党建工作提供了可持续的必要依据；项目经费来源于自治

区、市及旗县区三级财政预算资金，经费来源在预算环节得

到了有力保障；街道社区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会同相关部

门共同开展社区民生服务工作，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完善项

目工作保障和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社区综合治理合力。基

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确保党的惠民政

策不折不扣在社区贯彻执行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项目实施单位绩效目标申报内容与实际工作内

容相关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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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项目实施单位绩效目标申报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

相关性较低，存在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指标设置不规范，

部分指标值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未能一一对应，在绩

效目标申报、执行及自评环节上，未能紧紧围绕项目实际工

作内容进行绩效指标设置，使业务管理与预算管理、绩效管

理脱节。

2.个别社区办公经费额度不能满足当年办公需求，部分

社区服务群众资金或办公经费超预算支出。

实地调研发现有个别社区因房租费、取暖费等费用较高，

10 万元的办公经费额度不能满足当年办公需求，导致个别社

区办公经费超出当年的预算。

部分社区因所辖小区建成时间长短不同、房屋政策属性

不同等因素，其所在辖区公用设施设备维护状况、物业服务

质量水平等也不尽相同，各个小区的零星维修改造、环境治

理、工具用品添置等工作量各有差异，各社区服务群众资金

投入额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导致部分社区用服务群众资金

所开展的项目超出当年预算额度。

3.部分资金支出方向与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支出

方向不符。

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资金，目的是用于增强街道社区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和服务水

平，解决涉及辖区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或关系居民切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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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实际问题，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方面的支出。现行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的五类资金使用方向不包含小区零星维修改造、

环境治理及偿还疫情欠款类项目，该部分资金支出方向与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支出方向不符。

4.单位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健全，项目过程管理工作有待

进一步加强。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的采购管理、财务管理、预算管理等

制度内容较为原则，有待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完

善，内部管理制度待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小额度、多

频次的采购活动在程序上有待进一步规范、开展居民需求调

查工作有效性不足、验收手续不完备、项目实施方案及结果

公示不完备等情况。

5.便民利民类项目在服务多样性上稍显不足，居民经常

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及居民满意度待提升。

举办医疗保健、法律咨询、家政服务、兴趣爱好等居民

群众普遍欢迎的培训讲座以及为特殊群体提供代理代办有

关事务服务本次实地调研地区仅少量社区开展相关工作，在

服务多样性上稍显不足。

调查对象中累计共有 54.37%的居民经常参与社区活动，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民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比率仅为

35.57%，参与活动频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项目调查对象总体满意度为 89.58%，随着年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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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对项目实施整体的满意度逐渐降低，60 岁及以上居

民整体满意度最低，满意度为 83.57%。

五、有关建议

1.建议以社区居民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按照项目轻重缓

急顺序，批复社区年度民生服务项目，并据此设置项目绩效

目标及相关指标。

建议积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主导作用，按照本项目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中关于服务群众资金使用要求，采取多种方式

征求辖区居民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按照实际问题轻重缓急

的顺序，分年度规划、分步骤推进实施民生服务项目。

街道党组织根据批复社区的年度民生服务项目，设置绩

效目标，遵照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及可衡量要求设置项

目相关绩效指标。同时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项目实施

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避免预算与执行两张皮的现象出

现，避免业务活动与财力支持相脱节的情况发生。

2.建议办公经费由街道统筹安排使用，实施民生服务项

目各社区应在批复的服务群众资金额度内开展，防止超预算

支出。

由于各社区办公用房产权属性（自有、租赁等）、面积

等情况不尽相同，不同社区所需办公经费额度各有差别，为

提升办公经费使用效益，确保每个社区办公经费额度充足，

建议由街道统筹安排使用所辖社区办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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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社区用服务群众资金所开展的项目超出当年预算

额度，建议在绩效目标或项目计划批复时，严控项目资金预

算额度，防止超预算支出。

3.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加强监管，确保资金使用过程中严

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的方向支出。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立足社区群众多样化需求，在厘清街

道办事处和社区自治组织权责边界的前提下，根据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要求开展实施项目。在资金

使用过程中，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定期或不定期对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资金使用

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资金支出方向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

支出方向。

严格控制应由物业费开支或居民自身负担的项目相关

支出，厘清政府及市场的权责边界，对于诸如垃圾清运、小

区路面硬化维修、停车位施划等市场化方式提供的物业服务

项目，建议尽可能通过加强物业公司服务管理，加速全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步伐，强化居民住房消费的权利义务等方式来

实现。

4.立足本单位实际工作需要，完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加强本项目采购、验收及公示的过程管理工作。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试行）》相关要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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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单位实际工作需要出发，规范建立适合本单位工作需要

的制度体系。

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小额度、多频次的采购活动，建议探

讨按照《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采用框

架协议采购方式采购相关服务。

针对验收手续不完备情况，建议项目合同签署时由街道、

社区及提供服务方三方共同签署，根据项目资产权属或受益

对象，明确验收责任人，确保项目过程及结果管理有效。

针对项目实施方案及结果公示不完备的情况，建议社区

报账时，由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街道财

务人员、街道分管项目人员共同审核，若实施方案及结果公

示缺少任意一项，不予报账，确保业务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受

影响。

5.建议增强多样化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参与活动频率

和居民满意度。

建议探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整合社区现有资源等形式，

以居民需求或兴趣为导向来增强社区服务活动的多样性；利

用微信群、社区宣传栏、公众号等多宣传方式拓宽居民获取

社区活动的信息渠道；根据不同年龄段群体，灵活选取活动

举办时间及时长，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活动频率，进而提高居

民满意度。

内蒙古腾冠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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