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养老服务、
村居建设及治理等 8个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湖南省委

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号）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

局关于开展 2023 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

函〔2023〕8号）等文件要求，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成立绩效评价

工作组，对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以下简称“高新区事业局”）

2022年度养老服务、村居治理等专项支出进行了现场绩效评价。

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评价小组采取现场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价，通

过收集资料、现场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等程序，采取座谈的方式

听取情况，查阅项目资料，检查资金使用、项目建设的有关账目，

实地察看项目实施现场、探访项目受益群众等方式，采集相关数

据，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的绩效自评报告等材料进行分析。

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和项目资金的权重，抽查了养老服



务专项 503.88万元，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299.91万元，村居建设及

治理 593.57万元，优抚经费（含八一慰问）328.17万元、医疗救

助 56.86万元、春节慰问 396.70万元、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119.74万元、义务兵家属优待及退伍安置 115.29万元、退役军人

服务 21.80万元、民政事务委托 45.00万元，涉及金额 2,480.92万

元，分别占项目总数的 100%和资金总额的 58.58%。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及简介

1.养老服务专项

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长沙市居

家养老服务条例》《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高龄津贴制

度的通知>》（长政办函〔2018〕17号）等法律法规

项目简介：完成全区养老服务工作，使老人基本生活得到改

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

2.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立项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

见》（民发〔2018〕62号）、《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的通知>》（湘民函〔2019〕26号）、《长沙市最低生

活保障办法》（长政办发〔2017〕13号）；长沙市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办法（长政发〔2018〕2号）；长沙市临时救助办法（长政办发

〔2020〕52号）；《关于建立健全城市特殊困难群体帮扶长效机制

的意见》（长民发〔2021〕29号）等

项目简介：将符合政策的困难家庭纳入低保特困，对不符合



政策但确有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或者困难帮扶，对符合政策

的孤儿给予生活补贴，完成上级及管委会的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3.村居建设及治理

立项依据：《关于完善“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三年计划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长高办通知〔2019〕56号文件）、

《关于深化长沙市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创

建工作的通知》（长民发〔2021〕14号）等。

项目简介：新设社区阵地建设、“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表彰、“长沙市‘五型’示范社区”补助配套。

4.优抚经费（含八一慰问）

立项依据：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政策法规处理相关

退役事务。

项目简介：保障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

水平，消除 95%以上的绝对贫困。

5.医疗救助

立项依据：《长沙高新区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长高新管

发〔2015〕72号）。

项目简介：对困难对象医疗费给予适当补助，以保障救助对

象基本医疗需求；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权益，维护公共安全。

6.春节慰问

立项依据：长沙高新管委会社会事业局《2022年长沙高新区

春节慰问方案》。

项目简介：走访慰问各类困难群众。



7.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地名管理

条例》《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第 686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

项目简介：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确保各项事务工作稳步开

展，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8.义务兵家属优待及退伍安置、退役军人服务、民政事务委

托

立项依据：《长沙市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困难援助资金暂

行管理办法》《长沙市“双带双促”活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20年第 16次会议纪要（长高新区阅〔2020〕14号）以及管委

会与望城区民政局、岳麓区民政局双方协议，约定双方委托事项

及委托费用。

项目简介：为年度退役军人发放一次性优待金及在部队义务

兵发放家庭优待金、完成全区义务兵家属优抚及退伍安置的任务；

缓解困难退役军人生活困境、激励退役军人建设家乡、为退役军

人服务提供完备的场地；婚姻登记、地名管理、区划调整、社区

成立批准、流浪人员救助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

1.养老服务专项

发放高龄老人津贴 180万元，确保老年人权益保障到位。

2.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完成在册低保、特困发放人数 5000人次、完成 50 户次困难



家庭临时救助金发放、完成 200户次特殊困难家庭帮扶金发放。

3.村居建设及治理

完成 3 个新设社区阵地建设、完成表彰先进街道 1 个，合格

街道 3个，十佳小区（楼盘）10个、完成 3个社区申报。

4.优抚经费（含八一慰问）

完成 256名重点优抚对象经费发放、完成 255名普通优抚对

象经费发放。

5.医疗救助

完成 200人次困难家庭医疗救助、完成精神障碍患者 15万元

药物救助并提供住院救助。

6.春节慰问

2022年发放慰问资金 390万元。

7.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2022年完成资金不超过 176万元。

8.义务兵家属优待及退伍安置、退役军人服务、民政事务委

托

完成 20名自谋职业义务兵优待金发放、2022年完成 17名在

部队义务兵优待金发放；完成困难援助 20人、完成“双带双促”奖

励 4家企业和 4名个人、建成街道级示范性服务站 4 个，村社区

级服务站 4个；委托事务办理率达到 100%。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资金预算情况

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养老服务、村居治理等专项支出共



计批复预算 4240万元，其中养老服务 915万元、困难群众救助资

金项目 715万元、村居建设及治理 684万元、优抚经费（含八一

慰问）600万元、医疗救助 520万元、春节慰问 400万元、民政民

族宗教事务管理 176万元、义务兵家属优待及退伍安置 120万元、

退役军人服务 60万元、民政事务委托 50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已支出金额共 2480.92万元，其中

养老服务专项支出 503.88万元、困难群众救助支出 299.91万元、

村居建设及治理支出 593.97万元、优抚经费支出 328.17万元、医

疗救助支出 56.86万元、春节慰问支出 39.67万元、民政民族宗教

事务管理支出 119.74 万元、义务兵家属优待及退伍安置支出

115.29万元、退役军人服务支出 21.8万元、民政事务委托支出 45

万元，指标结余 1759.08万元，指标执行率 58.51%。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建立了

资金审批制度，明确了资金支付审批程序，报账凭据基本完整，

会计核算基本规范，但还存在资金超范围使用、未按计划拨付资

金等情况。

四、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项目管理，保障项目顺利实施，高新区民政办公室

印发了《长沙高新区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长高新管发〔2015〕

72号）、《长沙高新区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实施细则》（长高新管

发〔2017〕61号）、长沙高新管委会社会事业局《2022 年长沙高



新区春节慰问方案》、湘退役军人发〔2021〕50号《湖南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等文件。根据上述相关文件，项目定点承办

单位、街道办、村（社区）组织进行建设实施，并对建设项目实

施评估、验收，符合建设条件的项目填报相关资料后由承办单位

街道办、村（社区）等初审后上报区农办，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

并按相关建设标准执行。区民政办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或不定

期对项目承办单位、街道办、村（社区）等进行检查，协调解决

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负责项目结束后的考核评估和补助经费

核拨。

五、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产出成果

1.2022年原长沙高新区基本完成雷锋街道凌云社区阵地建设、

东方红街道龙虎岭社区阵地建设、麓谷街道金雅社区阵地建设项

目，基本完成新枫社区配套和办公用房建设。

2.原长沙高新区民政办公室 2022年 3月中旬制定实施方案，5

月下旬区社会事业局专干、各街道专干及施工单位针对困难群众

进行入户调查，确定施工方案、预算和设计方案。

3.依据省、市民政部门关于农村户籍困难群众返贫致贫风险排

查、农村居民基本状况调查工作的安排部署，按照上级要求，区

社会事业局及时召开专项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市民政部门相

关指示精神，并组织街道、社区开展了相关业务培训。

4.认真贯彻执行《长沙高新区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长高



新管发〔2015〕72号）、《长沙高新区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实施

细则》（长高新管发〔2017〕6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认真做好高新区按比例安排困难群众救助、养老服务补

贴年审工作，积极促进特殊群体就业工作，经企业申请、区级审

核，全区共 169家企业集中安排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 428人。

5.2022年春节慰问项目，2021年 12月 29日长沙高新区社会

事业局制定了《2022年高新区春节困难群众走访慰问活动方案》

方案“一、慰问对象和标准”中将困难群众分为重度困难家庭（每

户慰问 5000 元）、中度困难家庭（每户慰问 2000 元）、一般困难

家庭（每户慰问 1000元）。高新区已通过惠民一卡通发放给补贴

对象。

（二）产出效益

1.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扎实推进：经过对象自主申报、社区（村）

审查、街道调查核实、高新区审核汇总等程序调查、掌握困难群

众要求，了解位于高新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状况和相应需求，尽

量满足城市特殊困难群体和农村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需求，改善

以上特殊群体的居家、生活条件，给他们的学习、社交、生活起

居带来方便，进一步实现高新区特殊群体自强自立，减轻对象家

庭负担。进一步满足对于《长沙高新区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长

高新管发〔2015〕72号）、《长沙高新区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实

施细则》（长高新管发〔2017〕61号）的落实需求，规范高新区困

难群众服务工作，推动建立高新区困难群众补贴制度，帮助困难

群众全面脱离困境，促进困难群众全面参与社会生活。



2.积极开展医疗救助工作：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民政工作人员对

辖区内的贫困家庭进行了入户评估，根据统计的家庭经济状况、

健康状况，制定详细具体的“个性化”救助方案，最大程度满足贫

困家庭实际需求，扭转他们“就医难、看病贵”的生活环境，让贫

困家庭的生活起居变得更舒适、更安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贫困

家庭日常生活困难，提高他们的自主生活能力和质量。高新区社

会事业局通过对于贫困家庭进行医疗救助的重要举措实施，提高

贫困家庭生活质量，方便贫困家庭起居和独立生活，减轻家庭成

员照料负担，促进贫困家庭参与社会生活，同时也体现出党和国

家对贫困家庭家庭的关心关爱。

3.全面部署农村户籍人口返贫致贫风险排查、城镇居民和农村

村民基本状况调查工作：区社会事业局民政部门准确把握困难群

众返贫致贫风险排查和特殊群体基本状况调查工作的新特点新要

求，加强对困难群众返贫致贫风险排查和特殊群体基本状况调查

的组织领导。进一步了解特殊群体基本状况，聚焦特殊群体需求，

做好困难群众返贫致贫跟踪监测和帮扶工作，切实降低困难群众

返贫致贫风险，不断提高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生活指数和幸福感，

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4.按比例安排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就业年审工作：帮助有就业

需求和就业条件的未就业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进一步巩固拓展

困难群众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其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

在物质层面上让其安身立命，更有助于帮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的

同时也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区社会事业局民政部门落实



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就业法规政策，以多渠道、多形式促进残疾

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就业创业，提升其职业素质，推动了民政事

业高质量发展，满足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

需求，提供了路径指引和有力支撑。

5.各项低保、特困、临时救助资金补贴基本落实到位：区社会

事业局民政部门对于符合条件的低保、特困、临时救助资金或者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部分给予适当补贴，有效改善了特殊群体民

生，有力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

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六、满意度调查情况

为客观评价项目资金执行绩效情况，审计组采取匿名形式，

通过电子问卷的形式，由使用人员参与线上填报调查问卷。本次

满意度共有 42位参与调查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 42份，有效问

卷占比 100%，满意占比人数达 90.5%。

七、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资金存在超范围使用

2022年 6月 9日，长沙市麓谷街道办事处拨付麓源社区居民

委员会村居建设及治理项目（“五型”示范社区建设）资金 16万元，

资金已全部使用，其中 2022年 9月，麓源社区居民委员会从专项

资金中列支与项目无关的清理堆物费（物业费）0.84万元，该项

工作本应物业承担；2022年 9月 7日，长沙市麓谷街道办事处拨

付麓谷街道新枫社区居民委员会村居建设及治理项目（配套服务

和办公用房建设工作经费）资金 200万元，截至 2023年 9月 6日，



已使用 20.02万元，其中从专项资金中列支与项目无关的付社区工

作人员服装费 2.14万元。

（二）个别资金未按批复进行拨付

根据 2022年 2 月 22日原高新区财政资金批复表（申报单位

社会事业局），2022年分别向雷锋街道、东方红街道、麓谷街道拨

付开办社区建设经费为 200万元，共计 600万元。评价发现，截

至 2023年 9月，东方红街道（龙虎岭社区阵地建设）、雷锋街道

（凌云社区阵地建设）实际到账经费仅为 120万元，与批复金额

不符且未有相关情况说明。

（三）个别项目方案制定不科学

2021年 12月 29日，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制定了《2022年

高新区春节困难群众走访慰问活动方案》，方案将慰问对象分为重

度困难家庭（每户慰问 5000元）、中度困难家庭（每户慰问 2000

元）、一般困难家庭（每户慰问 1000元）。其中重度困难家庭的认

定标准（一户多残的低保家庭）与中度困难家庭的认定标准（家

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或一户多残的其他困难家庭）不够细化，

一户多残认定标准未考虑残疾程度因素（重度残疾人还是轻度残

疾人），实际可能影响困难家庭认定的公平性。

（四）个别项目进展滞后

2022年 9月 7日，长沙市麓谷街道办事处拨付麓谷街道新枫

社区居民委员会雷锋超市补助资金 2万元。截至 2023年 9月，该

笔资金还未使用，项目暂未实施，财政资金未及时发挥效益。

（五）预算执行率偏低



2022年原长沙高新区财政下达预算指标 4240万元，实际支出

2480.92万元（养老服务专项支出 503.88万元、困难群众救助支出

299.91 万元、村居建设及治理支出 593.97 万元、优抚经费支出

328.17万元、医疗救助支出 56.86万元、春节慰问支出 39.67万元、

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支出 119.74万元、义务兵家属优待及退伍

安置支出 115.29万元、退役军人服务支出 21.8万元、民政事务委

托支出 45万元），指标结余 1759.08万元，指标执行率 58.51%，

执行率不高。

（六）绩效目标管理粗放

一是绩效目标未细化、量化，不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

值予以体现。如：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项目数量指标设置为“开

展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民政事务托管费专项数量指标

设置为“应办尽办”，指标内容抽象不具体、流于形式，不具可操

作性。二是部分项目未单独设置绩效目标，如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集中供养人员保障金及照料护理补贴，民政、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雷锋超市补助等未单独设置绩效目标。三是部分项目未开展绩效

自评工作，如民政事务委托、医疗救助等项目。

八、相关建议

（一）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加强对业务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

认识。加强对项目单位的财务管理指导，督促财政资金按要求执

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对于支出不合规的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加

强支出管理，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格资金使用，充分发挥资金



的使用效益。

（二）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一是项目方案的制定应该充分征求专家、受益对象等多方面

的意见，根据意见不断修正完善，保证方案的科学合理性，保证

项目的实施效果。二是加强项目的监督管理，督促项目实施单位

严格按照实施计划推进，及时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资金拨

付后应该实时跟踪项目实施情况，定期开展现场检查调度，发现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对无特殊原因进度严重滞后的项目，考虑下

一年减少预算资金。

（三）强化预算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进一步明确主管单位和资金使用单位的各项职责，将绩效管

理理念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建议主管部门在年中对项目资

金执行进度进行监管，业务部门和项目责任人应落实预算执行的

责任，加强预算意识，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做出

整改，制定合理进度计划。加强项目预付支出的执行进度，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执行《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设定

绩效目标时须经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目标要符合客观实际，

设立的绩效目标应当指向明确、合理可行，并将相应的绩效指标

予以细化、量化，确保绩效目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

对应，做到可审核、可监控、可评价，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在预算

绩效管理中的导向作用，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未编报目标

或编制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不纳入预算安排。

九、评价情况



评价小组通过案卷查阅、调查问卷、现场检查和综合分析，

根据《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

评分规则，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方面对 2022年原长沙高

新区社会事业局养老服务、村居建设及治理等专项支出进行现场

评价，最终评价得分为 85.5分，评价等级为“良”。项目在营造社

会“拥军优属”氛围、保障我区困难居民基本生活、确保老年人权

益保障到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部分资金超范围使

用、预算执行率偏低、绩效目标管理粗放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

善和提高。后续还需进一步落实项目监管责任，科学设置绩效目

标，精准编制预算，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

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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