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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项目概况

为消除灌区水利设施安全隐患，确保渠道安全稳定行水，10 个

渠道管理单位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项目管理办法》（宁水农发〔2021〕20 号）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本次下达的维修养护资金 6000 万元，主要用于骨干水利工程中渠系、

建筑物、机电设备、量测水设施等日常维修养护，以及渠堤加固、泵

站改造、渡槽涵洞等集中更新改造。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10 个渠道管理单位共计实施日常维修

养护项目 1115 项，集中更新改造项目 13 项，项目实际支出 5277.2

万元，预算执行率 87.95%。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项目立项与各渠道管理单位的职责范围相符，立项依据充分，设

置的绩效目标能够涵盖项目实施内容，指标设置明确、细化、量化。

资金到位率 100%，项目的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法合规；项目

单位制度执行有效，调整手续完备。项目的实施，有效解决了渠道及

渠系建筑物的安全隐患，提高了渠道安全运行标准并延长了建筑物的

使用寿命，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和农田的灌溉保证率得到提升。但也

存在个别项目的产出数量未达到前期设定的目标、个别项目受第二批

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影响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等问题。

评价小组根据绩效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

查及访谈的方式，对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绩效进行客

观评价，最终评价结果：总分 97.91 分，绩效评级为“优”。

绩效分值和得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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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分值 15 25 28 32 100

得分 15.00 24.52 26.39 32.00 97.91

得分率 100.00% 98.08% 94.25% 100.00% 97.91%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加强末级渠系水量调度管理，做到水到即灌、应灌尽灌

冬灌期间，通过县域内统筹、跨县区交易等方式解决冬灌用水指

标不足问题。各县（区）会同水管单位共同核算定额内水量，精打细

算用水。充分发挥 191 个基层水管组织作用，加强田间用水管理，杜

绝纵水入沟、昼灌夜停等浪费水现象。

2.深入落实“四水四定”，节水供水成效显著

各渠道管理处严格落实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制度，

稳步推进农业用水权改革，精打细算配好水、精细管理调好水、精心

组织用好水，确保 806.03 万亩农田适时灌溉，为灌区粮食“二十连

丰”提供了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3.举办各类学习培训班，助推工程建设提质增效

各渠道管理处先后举办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及验收培训班、冬

季职工教育培训班 50余场，进一步提升管理处干部职工对渠道工程、

建筑物维修养护专业技能，强化工程质量现场管理和指导能力。

（二）存在的问题

1.受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和冬季停工影响，个别项

目施工进度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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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和渠道行水期间突发情

况影响，个别项目实施内容与绩效目标不一致。

（三）相关建议

1.建议提早下达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给政府采购及工程招标留

有充足时间，从而匹配实际需求。

2.建议项目单位提前谋划，全面梳理维修养护需求，根据渠道项

目及建筑物等变化趋势对突发维修情况预判来做好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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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

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及监控工作的通知》（宁财（绩）发

﹝2024﹞55 号）要求，宁夏沪尚智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宁夏回族

自治区水利厅委托，对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进行绩效

评价。我公司通过收集资料、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谈、汇总分析

数据等一系列必要的评价程序后，在梳理、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

上，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渠道维修养护作为水利工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水利工程功用发

挥及延长其使用年限的重要途径，是保证其正常运转，满足社会需求，

创造社会价值的关键环节。宁夏干旱少雨，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营，对

于保证宁夏地区老百姓生活、农业灌溉、工业发展意义重大。根据《自

治区财政厅关于批复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的通知》（宁财（农）

指标〔2023〕32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宁水农发〔2021〕20 号）和《直属水管单

位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结合骨干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分两

批下达资金 6000 万元至 10 个渠道管理单位。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实行分类管理，主要分为日

常维修养护和集中更新改造。其中，日常维修养护 1115 项，包括渠

道工程 292 项、渠系建筑物工程 213 项、泵站及机电设备工程 11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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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化工程 60项、管理设施维护工程 173 项、防洪工程 81项、通

讯及自动化设施工程 81 项、其他 98 项。集中更新改造 13 项，包括

渠道工程 8项、泵站改造工程 1 项、渠系建筑物工程 3 项、通讯及自

动化工程 1 项。项目计划实施内容与实际完成内容情况对比如下表

1-1：

表 1-1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对照表

序号 实施单位 计划实施内容 实际完成内容

1
唐徕渠

管理处

渠道清淤 22.6 公里、疏浚 22.6 公里，

维护巡护道路 4.6 公里；维护的干渠

直开口斗口 44 座、水闸 61 座、启

闭机保养 513 台；维护水位遥测站

51 处；树木管护 21733 棵，维护的

生产管理设施 10 处等。

渠道清淤 22.6 公里、疏浚 22.6 公里，

维护巡护道路 4.6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

开口斗口 44 座水闸 61 座、启闭机保养

513 台；维护水位遥测站 51 处；树木

管护 24725 棵；维护的生产管理设施

10 处等。

2
西干渠

管理处

渠道清淤 16.11 公里；大闸保养 21

座、节制闸维修养护 6 座，退水闸维

修养护 7 座，测控一体化斗口冬季停

水封口保养保护 112 座；维护泵站 3

座；树木管护 4.7 万株；维护的生产

管理设施 15 处；其他项目 1 处等。

渠道清淤 16.11 公里；大闸保养 21 座、

节制闸维修养护 6 座，退水闸维修养护

7 座，测控一体化斗口冬季停水封口保

养保护 112 座；维护泵站 3 座；树木管

护 4.7 万株；维护的生产管理设施 15

处；其他项目 1 处等。

3
惠农渠管

理处

渠道清淤 6.3 公里，渠道维修 3.7 公

里，维护巡护道路 4.6 公里；维护的

干渠直开口 633 座；维护更新的通

讯、自动化(不含测控一体化闸门)、

信息化设施 35 个；树木管护 98600

株；编织袋、警戒带、铅丝等防汛物

资储备 10 处等。

渠道清淤 6.3 公里，渠道维修 3.7 公里，

维护巡护道路 4.6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

开口 633 座；维护泵站 6 座；维护更新

的通讯、自动化(不含测控一体化闸门)、

信息化设施 35 个；树木管护 98600 株；

编织袋、警戒带、铅丝等防汛物资储备

10 处等。

4
汉延渠

管理处

渠道清淤 81.734 公里；维护的干渠

直开口 243 座、水闸 18 座、渡槽 5

座；维护的通讯、自动化(不含测控

一体化闸门)、信息化设施 108 套；

测控一体化闸门维护 133 套；维护、

改造生产管理设施 9 处等。

渠道清淤 81.734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

开口 243 座、水闸 18 座、渡槽 5 座；

维护的通讯、自动化(不含测控一体化闸

门)、信息化设施 108 套；测控一体化

闸门维护 133 套；维护、改造生产管理

设施 9 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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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单位 计划实施内容 实际完成内容

5
渠首管

理处

渠道清淤 0.03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

开口85座，机电设备维护 145 台套，

测控一体化闸门 80 套，沿线树木管

护 2.19 万株，维护的生产管理设施

14 处等。

渠道清淤 0.03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开口

48 座，机电设备维护 42 台套，测控一

体化闸门 80 套，沿线树木管护 2.19 万

株，维护的生产管理设施 14 处，改造

的生产管理设施 1 处等。

6
秦汉渠

管理处

渠道清淤 17.8 公里，维护巡护道路

2 公里，渠道加固 2 公里；维护的干

渠直开口 488 座、水闸 32 座、渡槽

2 座、桥梁 7 座；树木管护 36587

棵；生产管理设施处 34 处等。

渠道清淤 17.8 公里，维护巡护道路 2

公里，渠道加固 2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

开口 488 座、水闸 32 座、渡槽 2 座、

桥梁 7 座；树木管护 37162 棵；生产管

理设施处 63 处等。

7
七星渠

管理处

渠道清淤1公里，衬砌长度0.5公里，

维护巡护道路 3 公里；维修保养直开

口 386 座、水闸 35 座、渡槽 1 座、

桥梁 10 座；生态绿化树木管护 5.4

万株；储备应急抢险物资 1 项；维护

的生产管理设施 1 处等。

渠道清淤 3.9 公里，衬砌长度 0.538 公

里，维护巡护道路 3.63 公里；维修保养

直开口 386 座、水闸 35 座、渡槽 1 座、

桥梁10座；生态绿化树木管护5.4万株；

储备应急抢险物资 1 项；维护的生产管

理设施 1 处等。

8

盐环定

扬水管

理处

渠道清淤 2.82 公里，渠道硬化 0.3

公里，渠道维护 122.5 公里；维护的

干渠直开口 20 座、水闸 18 座。机

电设备维护 53 套；维护通讯、自动

化、信息化设施 840 套；树木管护

59230 株等。

渠道清淤 3 公里；渠道维护 122.5 公里；

维护泵站 8 座、水闸 18 座、渡槽 6 座。

机电设备维护 53 套、闸阀 125 套；维

护通讯、自动化、信息化设施 840 套；

树木管护 59230 株；防汛物资采购 34

项 2759 件等。

9

固海扬

水管理

处

渠道零星清淤 7.5 公里、疏浚长度

7.5 公里，渠道加固 0.654 公里，巡

护道路 464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开

口 95 座；维护泵站 29 座，机电设

备 520 台套，闸阀 480 台套；通讯

及自动化设施维护 35 处，渠道树木

管护 114307 株等。

渠道零星清淤 7.5 公里、疏浚长度 7.5

公里，渠道加固 0.654 公里，巡护道路

464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开口 95 座；

维护泵站 29 座，机电设备 520 台套，

闸阀 480 台套；通讯及自动化设施维护

35 处，树木管护 114307 株；维护的生

产管理设施 29 处等。

10

红寺堡

扬水管

理处

渠道清淤 4.18 公里，衬砌长度 0.4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开口 33 座、水

闸 48 座、涵洞 2 座、渡槽 17 座；

维护泵站14座；树木管护8.54万棵；

维护的生产管理设施 8 处等。

渠道清淤 4.18 公里；维护的干渠直开口

29 座、水闸 46 座、涵洞 2 座、渡槽 17

座；维护泵站 14 座，机电设备 1788 台

（套）；树木管护 8.54 万棵；维护的生

产管理设施 8 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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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为延续性项目，自治区财政

共计下达资金 6000 万元。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

批水管单位维修养护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3〕

109 号），下达资金 3720 万元，主要用于骨干水利工程中渠系、建

筑物、机电设备、量测水设施等日常维修养护，以及渠堤加固、泵站

改造、渡槽涵洞等集中更新改造。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二批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工程资金预算指标的通

知》（宁财（农）指标〔2023〕558 号），下达资金 2280 万元，围

绕骨干水利工程及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等方面。未发现用于修建楼堂馆

所、购置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发放各类劳保补贴、弥补公用经费不

足等。

本次评价资金 6000 万元，涉及 10 个水管单位的 2 大类 1128 个

子项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实际支出 5277.2 万元，预算

执行率 87.95%。各渠道管理单位项目资金支付明细详见下表 1-2：

表 1-2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及具体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 结转资金 预算执行率

1 唐徕渠管理处 449.00 315.56 133.44 70.28%

2 西干渠管理处 253.00 159.81 93.19 63.17%

3 惠农渠管理处 676.00 568.84 107.16 84.15%

4 汉延渠管理处 218.00 217.64 0.36 99.83%

5 渠首管理处 481.00 481.00 0.00 100%



8

序号 单位名称 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 结转资金 预算执行率

6 秦汉渠管理处 690.00 680.55 9.45 98.63%

7 七星渠管理处 594.00 506.02 87.98 85.19%

8 盐环定扬水管理处 691.00 616.63 74.37 89.24%

9 固海扬水管理处 1228.00 1134.06 93.94 92.35%

10 红寺堡扬水管理处 720.00 597.09 122.91 82.93%

合计 6000.00 5277.20 722.80 87.95%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通过对骨干水利工程进行维修养护，维持、恢复或局部改善原有

工程面貌，保持工程的设计功能及运行标准，加强水利工程规范化管

理，保证水利工程完整、安全运行，不断提高工程管理水平，充分发

挥水利工程防洪、排涝、挡潮、灌溉、供水等工程效益，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

2.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完成渠道清淤 290 公里、疏浚长度 100 公里，渠堤加固 8 公里，

衬砌长度 7公里，修补面积 3万平方米，维护巡护道路 724 公里，新

铺设或硬化道路 1 公里；维护干渠直开口 3070 座、水闸 349 座、涵

洞 345 座、渡槽 163 座、桥梁 430 座；改造及新建的干渠直开口 6 座、

改造及新建水闸 2 座、改造及新建渡槽 4 座；维护泵站 57 座、机电

设备 47176 套、闸阀 701 套，更新主要机电设备 50套；维护测控一

体化闸门 1054 套；维护、更新及新建其他通讯、自动化、信息化设

施 1791 个；树木管护 55万棵；配套防汛应急物资 322 项；维护生产

管理设施 265 处；改造生产管理设施 85处；其他项目 73处。有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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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灌区农业生产状况，提高渠道安全运行标准和延长建筑物使用寿

命，持续改善灌区生态环境，保障灌域内灌溉程度达到 90%以上，促

进水利事业良性发展，为灌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

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是全面了解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

目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实施的项目是否

达到预期目的。同时，通过绩效评价总结项目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为

今后提高相关管理提供借鉴。

2.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价对象为：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

本次评价范围为：10 个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资金支出相关项

目，评价资金 6000 万元。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指标体系和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

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地反映。在数据采集时，采用客

观数据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以保证各项指标的真实性。

（2）统筹兼顾。绩效评价应职责明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

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提高评价报告的公信力。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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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

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还应总结经验，指出问题，并就共性问题提出可操作性改进

建议。

2.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宁财

（绩）发〔2022〕377 号）的规定，本项目绩效评价按照定量优先、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本次绩效评价采用的方法有项目实地

考察法、查询问证法、因素分析法、比较法等。

（1）项目实地考察法

评价小组根据项目实地情况采用多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观

察、访谈、现场问卷调查记录项目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等相关方面资

料。

（2）查问询证法

对项目实施单位相关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调查或询证等方式，就

项目实施过程、实施进度和结果进行询问和了解。以口头、书面，正

式、非正式会谈等方式了解评价客体信息，从而形成判断。如与单位

负责人会谈，随机询问或电话询问等。对项目实施单位的支出凭证进

行查看，查验资金支付的真实性。

（3）比较法

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

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因素分析法

http://www.so.com/s?q=%E8%B5%84%E6%96%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5%84%E6%96%9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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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

（5）调查问卷法

设计完备适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受益人进行项目效

果满意度调查，采用实地到户和电话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询问。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绩效评价原理，结合项目实施内容

和绩效目标，参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宁财（绩）

发〔2022〕377 号）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框架设计，包括

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类指标，主要围绕资金

投入、资金管理、项目执行、产出效益等方面，客观分析项目的产出

和效果，从而考察项目落实范围匹配性、预算编制与构成合理性，进

而提出完善意见。整个评价框架构成体现从投入、组织实施到产出、

效果和影响的绩效逻辑路径。

指标体系为评分所用，需要基础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支持。综

合评价表中各指标的权重由本项目绩效评价小组根据绩效评价原理

和评价需求，运用层次分析法，在调研基础上依据指标的重要性制定

形成。详见下表 2-1：

表 2-1 2023 年度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绩效评价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标准值

项目决策

（15 分）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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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明确性 3%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项目过程

（25 分）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4% 100%

预算执行率 4%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有效

项目产出

（28 分）

产出数量 项目完成率 16% 100%

产出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率 2% 100%

设备完好率 2% ≧95%

树木成活率 2% ≧95%

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率 3% 100%

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 3% 控制

项目效益

（32 分）

经济效益
提高渠道安全运行标准和延

长建筑物使用寿命
4% 提高

社会效益
灌域内灌溉保障程度 4% ≧90%

改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 4% 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 灌区生态 4% 持续改善

可持续影响

发挥保障渠道安全运行的积

极作用
4% 充分发挥

促进水利事业良性发展 4% 促进

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6% ≥90%

基层职工满意度 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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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

4.绩效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用于

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1）计划标准：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

价标准。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改

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比较高的评价标准。

（4）其他标准：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计划标准+行业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5.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的指标体系打分评价”+“定性的调查

信息的归纳和提炼”两种方式互相补充，来构成对本次项目的完整评

价。评价指标设置的科学合理程度会影响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另外，

调查问卷和访谈的主观性会对此次绩效评价产生一定局限性。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在对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背景和执行过程进行调研的基础上，

梳理本次绩效评价的内容和目标，围绕项目绩效目标设计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绩效评价所需资料清单、项目实施单位完成情况汇总表、访

谈以及调查问卷。按照评价方案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工作，采集数据、

分析项目绩效、撰写和提交报告。具体评价工作流程如下：

1．前期准备

（1）成立评价小组，根据评价项目内容和实际情况，确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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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并对项目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包括对项目的理解，了解

学习项目相关背景和内容、绩效目标和效果，统一评价思路和方法，

落实评价任务；

（2）评价前调研，与项目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联系，收集相关资

料、政策法规和行业资料，准备评价实施阶段所需收集的资料清单；

（3）设计评价指标，编制项目评价方案和相关调查问卷；

（4）初步征求委托方和项目实施单位意见，完善指标体系；

（5）向委托方提交评价方案，并根据方案评审意见进行完善。

2．现场评价

（1）收集数据，包括对基础数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数据的收

集；

（2）审核、分析数据，并计算评价结果；

（3）编制工作底稿；

（4）征求项目相关方的意见。

3．撰写并提交评价报告

（1）撰写评价报告初稿；

（2）就评价初稿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

（3）向委托方提交评价报告，并根据报告评审意见进行修订，

形成正式报告；

（4）提交正式评价报告；

（5）资料归档。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项目立项与各渠道管理单位的职责范围相符，立项依据充分，设

置的绩效目标能够涵盖项目实施内容，指标设置明确、细化、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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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率 100%，项目的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法合规；项目

单位制度执行有效，调整手续完备。项目的实施，有效解决了渠道及

渠系建筑物的安全隐患，提高了渠道安全运行标准并延长了建筑物的

使用寿命，增加了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农田的灌溉保证率得到提升。

但也存在个别项目的产出数量未达到前期设定的目标、个别项目受第

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影响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等

问题。

评价小组根据绩效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

查及访谈的方式，对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绩效进行客

观评价，最终评价结果：总分 97.91 分，绩效评级为“优”。

绩效分值和得分如下表 3-1：

表 3-1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分值 15 25 28 32 100

得分 15.00 24.52 26.39 32.00 97.91

得分率 100.00% 98.08% 94.25% 100.00% 97.91%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通过调研、相关文件的解读、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谈、数据

分析，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项目的各项指标

完成情况进行赋分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由 3 个二级指标和 6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15分，实际得分 15分。各指标实际值和绩效分值如下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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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项目决策指标及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实际值 得分

项目决策

（15 分）

项目立项

(5 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充分 3.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2.00

绩效目标

（6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3.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明确 3.00

资金投入

（4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科学 2.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2.00

合计 15 15.00

1.立项依据充分性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水管单位维修养护

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3〕109 号）和《自治

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二批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

工程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3〕558 号）的要

求立项，符合骨干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和水管单位年度工作计划，立项

依据充分。该指标满分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宁水农发〔2021〕20 号）要求。各水

管单位组织人员现场查看，初步评估，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拟定形成

年度建设方案，报水利厅复核备案后实施项目。立项程序规范。该指

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

3.绩效目标合理性

根据维修养护资金计划表、水管单位维修养护资金预算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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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等确定绩效目标。各水管单位结合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设置总目

标和年度绩效目标，并依据年度绩效目标设定产出、效益和满意度等

目标。设置的绩效目标能够反映项目实施内容，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

正常的业绩水平，与预算资金量相匹配。该指标满分 3 分，根据评分

标准得 3 分。

4.绩效指标明确性

项目设置了渠道维护、渠系建筑物维修养护、泵站及机电设备维

修养护、信息化和自动化设施维修养护、测控一体化闸门维护、生产

管理设施维修养护等数量指标。利用工程质量合格率、设备完好率、

树木成活率来确定质量指标。通过提高渠道安全运行标准和延长建筑

物使用寿命，改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和灌区生态，保障灌域内灌溉

程度达到 90%以上，促进水利事业良性发展等来衡量效益指标。项目

总体指标和年度指标明确，标杆值依据充分。该指标满分 3分，根据

评分标准得 3 分。

5.预算编制科学性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批复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的通

知》（宁财（农）指标〔2023〕32 号）、《项目清单》和《直属水

管单位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编制预算，依据科学，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该指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

标准得 2 分。

6.资金分配合理性

为加强和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根据《自治区

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水管单位维修养护资金预算指标的通

知》（宁财（农）指标〔2023〕109 号）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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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二批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工程资金预算指标

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3〕558 号），并结合水利工程维修

养护定额标准、骨干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和重要性原则进行分配，严格

按照资金计划下拨，资金分配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规范，资金分

配合理。该指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类指标由 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25

分，实际得分 24.52 分。各指标实际值和绩效分值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项目管理指标及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实际值 得分

项目过程

（25 分）

资金管理

（13 分）

资金到位率 4 100% 4.00

预算执行率 4 87.95% 3.52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合规 5.00

组织实施

（12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健全 4.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有效 8.00

合计 25 24.52

1.资金到位率

2023 年 3 月、10 月分两批下达资金 6000 万元至 10 个渠道管理

处，其中唐徕渠管理处 449 万元，西干渠管理处 253 万元，惠农渠管

理处 676 万元，汉延渠管理处 218 万元，渠首管理处 481 万元，秦汉

渠管理处 690 万元，七星渠管理处 594 万元，盐环定扬水管理处 691

万元，固海扬水管理处 1228 万元，红寺堡扬水管理处 720 万元，结

合项目方访谈和收入凭证核实，资金到位率 100%。该指标满分 4 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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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算执行率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预算资金 6000 万元，经过绩

效评价小组人员对预算单位的支出凭证复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实际支出 5277.2 万元，结转 722.8 万元（计划 2024 年 6月

30 日前支付完毕），预算执行率 87.95%。该指标满分 4 分，根据评

分标准得 3.52 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财规发〔2019〕24 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要求，明确资金支持的项目类别和使用

范围。项目在申请资金程序上合法合规，资金拨付按国库集中支付管

理，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未发现截留、挤占开支情况。该指标满分

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分。

4.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业务制度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水利工程维修

养护项目管理办法》（宁水农发〔2021〕20 号）和《汉延渠管理处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宁汉发〔2022〕4号）等制定实

施；项目财务管理制度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宁财规发〔2019〕24 号）和《惠农渠管理处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资金管理办法》等的要求进行财务管理。项目制定了相应的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且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该指标满分 4 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5.制度执行有效性

各水管单位严格遵守《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水管单位水利工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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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招投标书、合同书、验收报告、结算

审核报告、工程建设进度表、会议纪要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该

指标满分 8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8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类指标由 4个二级指标和 13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28 分，实际得分 26.39 分。各指标实际值和绩效分值如下表 4-3 所

示。

表 4-3 项目产出指标及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实际值 得分

项目产出

（28 分）

产出数量

（16 分）

渠道项目完成率 3 97.73% 2.93

渠道建筑物项目完成率 3 98.73% 2.96

泵站及机电设备项目完成率 2 64.29% 1.29

通讯、自动化和信息化设施项目

完成率
2 101.95% 2.00

生态绿化项目完成率 2 100.29% 2.00

测控一体化闸门项目完成率 1 88.99% 0.89

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项目完成率 1 64.29% 0.64

生产管理设施及其他项目完成率 2 91.89% 1.84

产出质量

（6 分）

工程质量合格率 2 100% 2.00

设备完好率 2 96.68% 2.00

树木成活率 2 96.1% 2.00

产出时效

（3 分）
完成及时率 3 94.77% 2.84

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 3 控制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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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合计 28 26.39

1.产出数量

（1）渠道项目完成率

经评价小组人员对验收及结算审核报告的数据复核，2023 年实

际完成渠道清淤 163.15 公里，少于目标值 126.85 公里；疏浚长度

95.71 公里，少于目标值 4.29 公里；渠堤加固 6.35 公里，少于目标

值 1.65 公里；衬砌长度 7.54 公里，超出目标值 0.54 公里；修补面

积 4.17 万平方米，超出目标值 1.17 万平方米；维护巡护道路 601.33

公里，少于目标值 122.67 公里；新铺设或硬化道路 1.23 公里，超出

目标值 0.23 公里。与计划指标值相比，综合完成率 97.73%（受第二

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影响，部分项目完成实际值与目标值有

偏差）。该指标满分 3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93 分。

（2）渠系建筑物项目完成率

评价小组人员通过验收及结算审核报告的数据复核，2023 年实

际完成维护干渠直开口 2603 座，少于目标值 467 座；水闸 305 座，

少于目标值 44座；涵洞 56 座，少于目标值 289 座；渡槽 36 座，少

于目标值 127 座；桥梁 162 座，少于目标值 268 座。改造及新建的干

渠直开口 13 座，超出目标值 7 座；改造及新建水闸 6 座，超出目标

值 4座；改造及新建渡槽 1座，少于目标值 3座。与计划指标值相比，

综合完成率 98.73%（受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影响，部

分项目完成实际值与目标值有偏差）。该指标满分 3分，根据评分标

准得 2.96 分。

（3）泵站及机电设备项目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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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验收及结算审核报告，2023 年实际完成维护泵站 60座，超

出目标值 3 座；维护机电设备 2465 套，少于目标值 44711 套；维护

闸阀 818 套，超出目标值 117 套；更新主要机电设备 15套，少于目

标值 35套。与计划指标值相比，综合完成率 64.29%（受第二批维修

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影响，部分项目完成实际值与目标值有偏差）。

该指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29 分。

（4）通讯、自动化和信息化设施项目完成率

2023 年实际完成维护、更新及新建其他通讯、自动化、信息化

设施1826 个，超出目标值 35个，与计划指标值相比，完成率 101.95%。

该指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5）生态绿化项目完成率

根据验收报告，2023 年实际完成树木管护 55.16 万棵，超出目

标值 0.16 万棵，与计划指标值相比，完成率 100.29%。该指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6）测控一体化闸门项目完成率

2023 年实际完成维护测控一体化闸门 938 套，少于目标值 116

套，与计划指标值相比，完成率 88.99%（受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

达时间较晚影响，部分项目完成实际值与目标值有偏差）。该指标满

分 1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0.89 分。

（7）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项目完成率

根据验收及结算审核报告，2023 年实际完成采购救生绳子、木

桩、编织袋、铁锹、安全帽、救生衣等防汛应急物资 207 项，少于目

标值 115 项，与计划指标值相比，完成率 64.29%（受第二批维修养

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影响，部分项目完成实际值与目标值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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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满分 1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0.64 分。

（8）生产管理设施及其他项目完成率

复核验收及结算审核报告中的相关数据，2023 年实际完成维护

生产管理设施 210 处，少于目标值 55处；改造的生产管理设施 61处，

少于目标值 24处；其他项目 91处，超出目标值 18 处，与计划指标

值相比，综合完成率 91.89%（受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

影响，部分项目完成实际值与目标值有偏差）。该指标满分 2分，根

据评分标准得 1.84 分。

2.产出质量

（1）工程质量合格率

按照验收报告和结算审核报告，并结合实地走访，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各管理处防汛工程科、计划财务科等联合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于项目完工后的 30天内进行实地查看验收，相关工程质量合格，

质量合格率 100%。该指标满分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

（2）设备完好率

通过验收报告和自评报告，并结合现场查看，实施项目的设备完

好率 96.68%，大于目标值 95%。该指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3）树木成活率

根据验收报告和自评报告，并结合现场走访，种植树木成活率

96.1%，大于目标值 95%。该指标满分 2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分。

3.完成及时率

根据合同及结算审核报告，2023年共计实施各类子项目1128项，

建设周期为：2023 年 3 月-2023 年 12 月。根据项目实施进度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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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审核报告、验收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实际完成 1069 项。

受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影响，其中唐徕渠管理处的 17

个子项目、西干渠管理处的 12个子项目、惠农渠管理处的 11个子项

目、红寺堡扬水管理处的 12个子项目、七星渠管理处的 6 个子项目、

固海扬水管理处的 1 个子项目完工时间延后至 2024 年 4月底完成，

项目完成及时率 94.77%。该指标满分 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84 分。

4.成本控制

2023 年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实际支出 5277.2 万元，其中

集中更新改造资金 1053.07 万元，日常维修养护资金 4224.13 万元，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合同、结算审核报告等资料，项目支出未超过合

同金额，资金额度符合指标文件下达内容。该指标满分 3分，根据评

分标准得 3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类指标由 5 个二级指标和 8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32分，实际得分 32分。各指标实际值和绩效分值如下表 4-4 所示：

表 4-4 项目效益指标及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实际值 得分

项目效益

（32 分）

经济效益

（4 分）

提高渠道安全运行标准和

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
4 提高 4.00

社会效益

（8 分）

灌域内灌溉保障程度 4 92.28% 4.00

改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 4 有效改善 4.00

生态效益

（4 分）
灌区生态 4 持续改善 4.00

可持续影响 发挥保障渠道安全运行的 4 充分发挥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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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积极作用

促进水利事业良性发展 4 促进 4.00

满意度

（8 分）

受益群众满意度 6 92.14% 6.00

基层职工满意度 2 96.40% 2.00

合计 32 32.00

1.经济效益

通过渠道清淤、毁坏渠板修复、损毁及病险建筑物改造修复、配

套设施维修保养更换、管理所段设施改造维修等维修养护措施的实

施，有效解决了部分工程设施老化、安全设施存在隐患的问题，延长

了建筑物使用寿命，提高了渠道输水安全运行保障，增加了渠系水有

效利用系数至 0.573。全年安全行水约 178 天，累计引水约 49.53 亿

立方米，实际供水约 47.43 亿立方米，供水商品率 89.52%，实现水

费收入 21208.43 万元。供水量可有效保障灌区灌溉面积 806.03 万亩

进行实时灌溉，促进了粮食稳产丰收，增加了农民收入。该指标满分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2.社会效益

（1）灌域内灌溉保障程度

各渠道管理处按照农作物种植结构对灌区内 806.03 万亩农田进

行水量细化，根据农作物需水周期，以及实配水量进行进度统计，保

障了灌区内 805.63 万亩的农业灌溉任务，灌溉保障率达到 99.95%。

通过渠系周边用水户满意度调查得知，2023 年用水户对项目实施后

的渠道运行保障情况满意度为 92.28%，大于目标值 90%。当年度各渠

道运行正常，保障了灌区农业生产灌溉，未发生人为因素造成的受旱

事件，受到了用水农户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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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夏统计局的数据：2022 年粮食播种面积 1038.4 万亩，总

产量 375.8 万吨，粮食亩产 362 公斤。2023 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1040.85 万亩，总产量 378.8 万吨，粮食亩产 363.9 公斤。播种面积

同比 2022 年增长 0.24%，粮食亩产同比增长 0.5%，总产量同比增长

0.8%。而灌区内粮食产量能占到全区总产量的 80%以上，2023 年粮食

总产量的稳产丰收，同样说明了灌域内灌溉保障程度良好。该指标满

分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2）改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

2023 年各水管单位共计完成渠道清淤 163.15 公里、疏浚 95.71

公里、渠堤加固 6.35 公里、衬砌 7.54 公里、维护干渠直开口 2603

座、水闸 305 座、涵洞 56 座、渡槽 36 座、桥梁 162 座、改造及新建

的干渠直开口 13 座、水闸 6 座、渡槽 1 座等。上述维修养护项目的

实施，减少了渠道渗漏损失，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系数，有效减轻、缓

解渠道沿线农田侵害。解决了制约灌区优势特色农产品发展的水利设

施问题。通过高效利用水资源，有效改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增加

当地农民收入，使灌区农民脱贫致富。

现场走访及网络调查过程中，当年度未发现灌溉水事矛盾、没有

因灌溉出现大规模上访和较大恶性水事违法事件。该指标满分 4 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3.生态效益

2023年各水管单位实施树木管护55.16万棵，新增绿化面积3850

平方米，种植树木成活率 96.1%，渠堤生态绿化覆盖率达到 72%以上，

并形成以渠道为干线的绿色屏障，水环境综合治理效果明显。利用河

道生态补水的方式，有力提升了湖泊和湿地的水体修复自净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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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河湖生态环境整体质量。2023 年实际生态补水 1.95 亿立方米，

生态补水保障率 100%，灌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该指标满分 4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4.可持续影响

（1）发挥保障渠道安全运行的积极作用

通过实施机电设备和渠道防渗砌护、生物措施和建筑物等的日常

维护和集中维修养护工程，能充分发挥输水、调水、供水作用，效率

更高，精准性更强，安全保障能力更高；能降低糙率、增大流速、降

低水位、增大渠道安全系数；能保证渠道安全运行，提高设备安全运

行率、设备完好率和经济运行，提高渠道的灌溉保证率和水资源利用

率，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支柱作用，促进社会稳定、区域经济的持续

健康发展。该指标满分 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2）促进水利事业良性发展

项目实施，改善了现有灌区的灌溉条件，提高了灌区防汛标准，

减少了洪水灾害损失，确保了渠道输水良性运行，水管单位服务职能

进一步提高，推动了灌区管理向纵深、精细和高水平方向发展，稳步

迈向高效节水型灌区、规范化生态型灌区、供水链服务型灌区。减轻

基层水利职工工作强度和压力，有效促进了水利事业良性发展。该指

标满分 4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5.满意度

（1）受益群众满意度

为客观评价 2023 年维修养护项目的社会效果及水利资源的合理

规划与配置。随机选取李俊镇金塔村、许桥村、侯寨村、掌政镇碱富

桥村、镇河村、洼路村、金贵镇江南村、关渠村、银光村、黄渠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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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渠桥村、渠中村、四渠村的受益群众 60 人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调

查问卷 6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57份，问卷回收率 95%。受益群众

综合满意度 92.14%，总体情况属于“优”的范畴。该指标满分 6 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6分。

（2）基层职工满意度

为客观评价 2023 年维修养护项目对减轻基层水利职工工作强度

和压力的效果。随机选取惠农渠第三管理所、第五管理所、汉延渠第

二管理所、第四管理所的基层职工 20 人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调查问

卷 20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20 份，问卷回收率 100%。受益基层职

工综合满意度 96.40%，总体情况属于“优”的范畴。该指标满分 2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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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末级渠系水量调度管理，做到水到即灌、应灌尽灌

冬灌期间，落实“总量控制、定额管理”，通过县域内统筹、跨

县区交易等方式解决冬灌用水指标不足问题。各县（区）会同水管单

位共同核算定额内水量，精打细算用水。充分发挥 191 个基层水管组

织作用，加强田间用水管理，杜绝纵水入沟、昼灌夜停等浪费水现象，

2023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至 0.573。为了确保行水安全，

水利部门全面推进灌区、泵站标准化管理，压实渠道、泵站、蓄水池

等工程设施设备和重要建筑物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包抓包保包联制

度，水管单位领导干部下沉基层站所蹲点驻守，督促指导基层加强值

班值守、日常检查巡护、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为全年灌溉工作圆满收

官筑牢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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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落实“四水四定”，节水供水成效显著

各渠道管理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坚持总量控制和定额管

理，稳步推进农业用水权改革，精打细算配好水、精细管理调好水、

精心组织用好水，确保 806.03 万亩农田适时灌溉，为灌区粮食“二

十连丰”提供了坚实的水安全保障。2023 年，干渠引水总量 60.069

亿立方米，较 2022 年减少 6.535 亿立方米，减幅 9.81%。累计向湖

泊湿地补水 1.95 亿立方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 2020 年的 0.554

增加到 2023 年的 0.573。

3.举办各类学习培训班，助推工程建设提质增效

各渠道管理处先后举办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及验收培训班、冬

季职工教育培训班 50余场，针对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管理、验收程序

及注意事项，对渠道及渠系建筑物日常检查维护、渠道险情处理技术，

测控一体化闸门设备结构、工作原理、日常应用维护及故障处理等业

务内容进行培训，进一步提升管理处干部职工对渠道工程、建筑物维

修养护专业技能，强化工程质量现场管理和指导能力。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个别项目施工进度滞后

通过复核项目单位提供的维修养护项目合同，发现固海扩九干渠

渠道砌护改造工程、红寺堡机电设备维护项目、惠农渠第二批渠系建

筑物项目、唐徕渠第二批渠道工程、盐环定机电设备维护项目未在合

同约定时间内完成，因为受第二批维修养护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和冬季

停工影响，水下部分无法实施，导致施工进度滞后。

2.个别项目实施内容与绩效目标不一致

根据灌排中心提供的绩效目标表确定数量指标，通过复核项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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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得分

项目决策
（15 分）

项目立项
（5 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
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
工作计划（2 分）；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

实施规划（1 分）。
3.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

规范情况。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1 分）；申报、批复
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0.5 分）；项目

实施调整履行相应手续（0.5 分）。
2.00

绩效目标
（6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

相符情况。

依据充分（1 分）；符合实际（1 分）；
与预算资金量相匹配（1 分）；符合所有
条件得满分，每不符合一项扣权重的 1/3，

扣完为止。

3.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
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

况。

总体指标和年度指标明确（1 分）；指标
细化、量化（1 分）；指标可衡量（1 分）；
全部为定性指标的不得分；能够量化而不
量化的，每发现 1 处扣 1 分，直至指标分

值扣完为止。

3.00

资金投入
（4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
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预算编制科学合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
相匹配（1 分）；依据充分，资金量与工
作任务相匹配（1 分）；符合所有条件得
满分，每不符合一项，扣权重的 1/2，扣

完为止。

2.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
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
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
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资金分配依据充分（1 分）；资金分配额
度合理（1 分）；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每不符合一项，扣权重的 1/2，扣完为止。

2.00

项目过程
（25 分）

资金管理
（13 分） 资金到位率 4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

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
×100%。得分=资金到位率*权重。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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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 4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
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

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
金）×100%。得分=预算执行率*权重。 3.52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
目支出的情况；是否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是否存在

超标准开支情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制度及管理办法（1
分）；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 分）；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1
分），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开支等

情况（2 分）。

5.00

组织实施
（12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
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

保障情况。

制定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2 分）；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

整（2 分）。
4.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是否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是否
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2
分）；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2 分）；项目招投标书，合同书、验收
报告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2 分）；
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等是否落

实到位（2 分）。

8.00

项目产出
（28 分）

产出数量
（16 分）

渠道项目完成率 3 考察渠道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2.93

渠道建筑物项目
完成率 3 考察渠道建筑物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2.96

泵站及机电设备
项目完成率 2 考察泵站及机电设备项目完成情

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1.29

通讯、自动化和
信息化设施项目

完成率
2 考察通讯、自动化和信息化设施项

目完成情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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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化项目完
成率 2 考察生态绿化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2.00

测控一体化闸门
项目完成率 1 考察测控一体化闸门项目完成情

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0.89

防汛应急物资储
备项目完成率 1 考察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项目完成情

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0.64

生产管理设施及
其他项目完成率 2 考察生产管理设施及其他项目完成

情况。

完成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1.84

产出质量
（6 分）

工程质量合格率 2 考察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质
量达标情况。

质量合格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质量合格率＝（质量合格产出数÷实际产
出数）×100％。得分=质量合格率*权重分。

2.00

设备完好率 2 考察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设
备完好情况。

设备完好率≧95%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设备完好率＝（设备完好数÷总设备数）×

100％。得分=设备完好率*权重分。
2.00

树木成活率 2 考察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树
木成活情况。

树木成活率≧95%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树木成活率＝（树木成活数÷树木总种植
数）×100％。得分=树木成活率*权重分。

2.00

产出时效
（3 分） 完成及时率 3 考察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完

成及时情况。

完成及时率 100%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完成及时率=及时完成数/计划完成数

*100%。得分=及时率*权重分。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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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成本
（3 分） 成本控制 3 考察水管单位渠道维修养护项目成

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单价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内得
满分，未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内不得分。

3.00

项目效益
（32 分）

经济效益
（4 分）

提高渠道安全运
行标准和延长建
筑物使用寿命

4 考察项目实施后，渠道安全运行标
准和建筑物使用寿命的提高情况。

有效保障灌区农田灌溉得满分；保障灌区
农田灌溉一般得权重的 50%；没有保障灌

区农田灌溉不得分。
4.00

社会效益
（8 分）

灌域内灌溉保障
程度 4 考察项目实施后，灌溉区域内灌溉

保障的完成情况。
指标值≧90%得满分，低于指标值，得分=

灌溉保障率*权重分。 4.00

改善区域内农业
生产状况 4 考察项目实施后，灌区内农业生产

状况的改善情况。

有效改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得满分；改
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一般得权重的

50%；没有改善区域内农业生产状况不得
分。

4.00

生态效益
（4 分） 灌区生态 4 考察项目实施后，灌区生态的持续

改善情况。
灌区生态持续改善得满分；灌区生态没有

改善不得分。 4.00

可持续影
响（8 分）

促进水利事业良
性发展 4 考察项目实施后，对促进水利事业

良性发展的可持续影响。
促进水利事业良性发展得满分；没有促进

水利事业良性发展不得分。 4.00

发挥保障渠道安
全运行的积极作

用
4 考察项目实施后，是否发挥了保障

渠道安全运行的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保障渠道安全运行的积极作用
得满分；没有发挥保障渠道安全运行的积

极作用不得分。
4.00

满意度
（8 分）

受益群众满意度 6 考察项目实施区域内群众的满意情
况。

根据问卷调查中满意度问题进行评分。满
意度 90%以上，得满分；低于 90%，得分=

满意度*权重分。
6.00

基层职工满意度 2 考察项目实施区域内基层职工满意
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中满意度问题进行评分。满
意度 95%以上，得满分；低于 95%，得分=

满意度*权重分。
2.00

合计 100 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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