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实用6
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篇一

20xx年上级下达我市基药补助总资金为3920.35万元，其中市
本级社区中心基药补助181.84万元，市级财政配套60.46万元，
各县（区）卫生院基药补助2984.51万元，村卫生室基药补
助754万元，县级财政配套1298.81万元，合计1359.27万元。
资金执行率为100.32%，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覆盖率100%，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行
政村覆盖率100%，政府办社区中心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覆盖率100%，药品实施“零差率”销售100%。

一是有效控制药占比，提高了医疗服务收入，基本上实现了从
“以药补医”到“以技补医”的转变。二是百元医疗收入
（不含药品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占比日趋下降，减轻了群
众就医负担。三是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稳步推进。我市所有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单位均将药品双信封和联合体议价采购腾出
的空间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并纳入医保报销。按照改革
方案，取消药品加成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按比例实际补偿
也全部到位。四是继续实施药品采购“两票制”。我市34所
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推开药品集中采购“两票制”,与药品配送
企业签订了联合体购销合同、廉洁购销合同及“两票制”承
诺书，并按“两票制”要求索取授权书及相关票据。

（一）合理规划，科学论证。20xx年，我委按照“核定任务、
核定收支、绩效考核补助”的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我
市基本药物考核补助资金实施方案。



（二）强化管理，注重实效。加强了对补助资金分配、使用
过程管理，规范各个环节的管理要求，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
责任，保障补助资金安全、高效的使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严格按照资金性质专款专用。

（三）绩效评价，量效挂钩。强化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绩
效管理，并建立绩效评价情况与资金安排挂钩机制，提高补
助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优势没有得到体现。当前的医保政
策与基本药物制度没有形成有效衔接，群众使用基本药物无
政策优惠，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无政策倾斜。基本药物目
录与医保目录没有有序对接，医疗机构执行的仍然是医保目
录。

二是基本药物的补助没有与时俱进。现行的补助水平仍
是20xx年启动基本药物制度以来的标准，而其他的医改补助
均有明显增长，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以来多次价格调整，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已由原来的人均15元提升到人均60元。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区或县城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在不
断发展，新增的机构未获得基本药物补助，但如属公立又必
须执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药政政策文件的深入学习。明确工作要求，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落实具体工作布置。

二是积极完善推进基本药物制度。要求各级医疗机构按规定
配备基本药物，优化使用基本药物，优化基本药物补助考核
工作。

三是加强全市公立医疗机构配备和使用基药的监管，全面落
实基本药物制度配套政策。

四是按照上级要求，巩固完善药品采购“两票制”，加强药



品管理信息化、网络化建设。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篇二

  20xx年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
自我评分为100分，评价总体效果较好，项目自身有针对性的
解决了各村出行难、生产用水难等的实际困难，绩效目标按
期实现，按照各项政策要求，不断提高项目的绩效效率。

  （二）存在的问题

  1、有部分村（社区）资金报账相对滞后，报账不积极，
导致资金滞留在乡财政所。

  2、部分村报账单据及项目资料不够完善，报账不规范。

  3、乡上管理人员缺乏，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和财务管理
人员。

  （三）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1、加强对村上财务人员的政策和业务培训。

  2、加强财务人员管理工作，将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篇三

  （一）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定或调整情况，包括
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见附表1）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1、项目基本性质：常年项目。



  2、项目用途：项目实施后能加强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保证安全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加快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建设，提高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市场竞
争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

  3、项目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

  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镇建设。涉及局市场信息科、
春华镇和金井镇。

  二是农业投入品保障体系建设。涉及局法规科和全县镇
街。

  三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涉及局法规科、黄
花、春华、高桥、路口等镇。

  四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基地建设。涉及局市场信息科
和全县镇街。

  五是农产品基地自检奖励。涉及局市场信息科和全县镇
街。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篇四

20xx年人居环境整治，我区共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补助资金50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全区6个村、两个乡镇的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人居环境的美化、亮化、空心房整治、污水治理等工作。

(一)乡村振兴衔接资金。20xx年，我区共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资
金728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全区28个村的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
（新）建整村推进及后期管护。在资金使用上先规划后使用，
做到计划在先使用在后；在资金奖补上先上会后奖补，做
到“三大一公”，集体研究杜绝腐败；在资金拨付上先公示
后拨付，严格按照工作进展及时拨付到位，做到公开透明，



杜绝优亲厚友；在资金管理上建立专账，做到专款专用，杜
绝挪作它用和超范围支出。

(二)地方配套资金。20xx年，我区财政从预算资金中统筹安
排800万资金用于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新）建整村推进的奖
补、后期管护和20xx年以来各级财政支持改厕的问题厕所的
摸排及整改经费。

(三)社会资本投入。20xx年我区各行政村和农户投入1300万。
在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新）建整村推进上积极发动群众，
动员农户主动参与投工投劳投资（或出资100-300元），确保
改厕资金的足额到位，让村和农民群众真正成为改厕的主体。

(一)制定实施方案。我区严格根据中央农办等8部委《关于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农社发20xx2号）
和省、市《关于印发20xx年全省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新）
建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赫山
区20xx年度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新）建实施方案》(益赫改
厕【20xx】01号)，明确了目标任务、实施步骤、保障措施等。

(二)加强组织领导。区委、区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工作，并下发了工作相关文件；成立全区农村户用卫生
厕所改（新）建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任双
组长、区委副书记和区人民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区长
任常务副组长，一名副处级干部具体主抓，区委办、区政府
办、区农业农村局、两办效能室、区住建局、区卫生健康局、
区市场管理监督管理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民政局、
区乡村振兴局、益阳市生态环境局赫山分局、乡镇街道等单
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区农业农村局，由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任办公室主任。各乡镇（相关街道）
应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三)强化责任落实。我区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制，坚持以“党



政主导、部门主管、镇村主责、村民主体”的原则，落实乡镇
（相关街道）主体责任及部门职能职责，落实行政村“四议
两公开”制度。乡镇（相关街道）是厕改实施责任主体，主
要负责同志对实施效果负责。特别是在改厕全过程中多次组
织督查、农业、纪委等部门开展督查，加速全区户用卫生厕
所的改（新）建工作进度，确保质量，确保首厕负责制落到
实处，真真实现赫山改厕又快又好。

（四）强化资金保障。实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农户自
筹”模式：先由村集体和群众自行建设，再整合用好涉农资
金、专项资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5%以上的村，按每
户1210-1230元进行奖补，其中奖补到户1030-1050元或等同
价值的玻璃钢化粪池产品、奖补到村150元进行维护、奖补到
镇30元进行维护，改厕农户自筹100—300元，主要负责挖坑
安装。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资金使用台帐制度，
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公开透明、无截留、挪用和超范
围的支出，做到了专款专用。

（五）强化宣传报道。充分发挥电台、电视台、手机报和网
络等新闻媒体作用，深入广泛开展宣传，使农村改厕工作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营造了全区上下广泛关注农村厕改工作
的浓厚氛围，形成了政府主持主导、群众自主建设和社会积
极支持的工作局面。同时，以建立固定宣传栏为主要手段，
以乡村主干道为主要宣传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农村厕改工
作，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积极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引导农
民群众改变陈规陋习。截至目前，累计在村庄、公路沿线等
处制作固定宣传标语120余条。

（六）强化绩效管理。我区制定了《20xx年赫山区农村户用卫
生厕所改（新）建工作验收方案》，将组织区财政局、区卫
健局、区审计局、区督查局、赫山生态环保分局、区驻农业
局纪检监察组等部门技术专家对整村推进的33个村进行联合
考核验收，完成一村、验收一村，对未达到技术规范和质量
要求的，限期整改到位。在实施过程中，群众自发成立质量



监督小组，全程参与施工监督。审计部门跟踪审计，确保专
项资金落到实处。督查部门严格督查考核，将农村厕改纳入
区对乡镇年度绩效考核。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纪律监督，杜绝
了厕改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贪腐等违纪行为。

(一)确定产品。赫山区在产品的确定上，根据中央、省市要
求积极使用国标产品，省改厕任务下达后，按照省里要求在
每个厕改村搞好首厕安装制，形成了一整套的经验做法，并
进一步完善了《赫山区厕所革命使用手册》。

(三)进一步完善赫山模式。一是组织管理层面：坚持“四个
到位”。高位推动到位；群众发动到位；资金保障到位；监
管考核到位。二是业务技术层面：坚持“四个统一”。统一
标准模式；统一采购程序；统一建设流程；统一服务指
导。“赫山模式”、“赫山作法”作为审计的典型案例推向
全国。赫山区全面开展“三池”建设，改水改厕一并进行。
黑水进新国标的化粪池、灰水进大容积的净化池、经过初步
处理的污水共同进入生态池的粪污处理模式，得到了治污专
家的赞许，在全省20xx年厕所革命“首厕过关制”浏阳培训
班上写入了湖南农科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贺爱国博士
的教案，在全省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赫山做法由省农业农村
厅社会事业促进处和省农科院生态环境研究所联合上报给了
国家农业农村部，部里给予了高度肯定，准备在全国推
广。20xx年5月22日《湖南日报》刊登跑出赫山改厕加速
度——赫山区农业改厕进度在全省排名第一。20xx年通过各种
媒体宣传多达20多条。20xx年省农业农村厅促进处正、副处长
多次对赫山区农村改厕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充分的肯定
了赫山区改厕做法，促推赫山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获20xx年度全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四)转变施工方式。一是坚持村组织施工队施工。我区项目
推进村重点依托泥瓦匠、水电安装工、小型挖机等实施安装改
（新）建。二是坚持农户自行挖坑，村组再组织人员安装改



（新）建，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三是通过实践改进生产力，
如泉交河镇就利用植树挖坑机械进行基坑的挖掘，又实用又
方便，提高了生产力。

（一）统一标准模式。通过试点，结合我区实际，我区继续
推广一体缠绕玻璃钢化粪池，明确统一使用三格式一体缠绕
玻璃钢化粪池。该模式具有安装简单、成本较低、防渗和化
粪效果好等优势，群众普遍认可。

（二）统一采购程序。为保障厕具质量，在统一建设模式的
同时，统一厕具生产厂家。由村集体与生产厂家签订化粪池
采购协议，简化厕改招投标程序，降低建设成本。

（三）统一建设流程。统一技术规范，通过不断积累安装施
工经验，弄清楚一体缠绕玻璃钢化粪池的安装要点与注意事
项，继续完善《实用手册》，方便安装施工队掌握运用。统
一安装施工，各村组建专业施工队伍，统一施工、规范操作、
确保质量。

（四）统一服务指导。区里组织一线干部、安装施工人员举
办政策技术培训班、开展现场观摩活动，并派出技术专家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把好安装技术关。组织农业农村、卫生健
康、生态环境、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兵把口，严把资金关、标准关、采购关、建设关、技术关，
形成工作合力，保证改厕实效。当地群众还自发成立质量监
督小组，全程参与施工监督。

（五）统一维护。建立区、乡、村、户、保洁员、生产厂家
六级联管的长效管护机制，实现了管护100%到位。区级带头
开展地毯式摸排，回访改厕户，寻找问题厕所并立行立改，
实现了群众100%满意。

(一)成功经验



赫山区改厕工作的主要经验是形成了赫山模式，创建“赫山
作法”，该模式和做法最成功之处：

把农村改厕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始终做到“三个坚持”，不
断推进厕所革命，即坚持“区级主导、组织推进，镇村主责、
宣传发动，部门主管、指导监督，群众主体、共建共享”
的“四级联动”，推动群众由“要我改”变为“我要改”，
着力解决“谁来改”的问题；坚持首厕负责找方法、统筹推
进做加法、资金保障讲章法三项措施，着力解决“怎么改”
的问题；坚持“统一厕具产品、统一采购程序、统一安装施
工、统一技术规范、统一后期管护”的“五个统一”模式，
着力解决“怎么改好”的问题。

(二)意见建议

1、牵头主体要明确。一年之计在于春。20xx年改厕工作要迅
速明确牵头主体。目前计划申报在乡村振兴局而工作尚留在
农业农村局。

2、计划申报要科学。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自下而上，精准
摸底，科学申报。不要政府包揽摸脑壳，到时强摊任务给群
众。

3、奖补力度要加大。农村改厕已开展三年，越到后面难度越
大。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篇五

（一）项目基本概况

桂阳县辖22个乡镇（街道）、398个村(居委会、社区)，共设
置村卫生室438个,其中行政村卫生室353个、医疗点85个。全
县注册在岗的乡村医生共441人，其中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资格
的308人、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133人。



（二）项目实施依据

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以及《桂阳县财政局关于
下达20xx年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中省财政补助资金
（第一批）的通知》、《桂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xx年村卫
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中省财政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等文件，对村卫生室基本药物补助工作进行安排。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了解我县村卫生室基本药物资金使用情况及
取得的效果，基本药物实施情况，总结项目资金管理的经验，
发现项目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加强财政支出的规范化管理，健全和完善支出项目和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完善预算编制、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
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以及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应采取的'
措施等。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xx年度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
通知》文件精神，结合项目特点，遵循以下评价原则：相关
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经济性原则、系统性原
则。使绩效评价能反映资金使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2、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对项目工作的要求，为加强对村卫生室基
本药物资金的管理和效果评价，我县对项目资金工作开展的
目标设定情况、目标完成情况、组织管理水平、所取得的效
益、资金落实情况、资金支出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和



评价，收集政策范围内发放对象相关信息，采取定性和定量
分析评价方法，形成客观有效的自我评价。

（一）资金到位情况：20xx年上半年拨付村卫生室基药补助资
金156.5250万元；下半年拨付村卫生室基药补助资
金163.0399万元。

（二）资金使用情况：20xx年上半年共有350个村卫生室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拨付补助资金156.5250万元；下半年共
有357个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拨付补助资
金163.0399万元。合计拨付319.5649万元。

（三）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情况：根据《会计法》、《预算
法》、《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及省
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的规定，制定了资金支出管理的相关制
度，明确了相应原则和要求，开支范围、程序、办法及标准、
审批权限等。

村卫生室基本药物补助资金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通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考核后，县财政部门安排资金，卫生
院通过报账方式，卫生计生会计核算中心将各卫生室基本药
物补助资金通过代发银行支付到各卫生室乡村医生手中。全
年没有发现截留、挪用、挤占、虚列资金等现象。

具体执行：

1、举办了全县乡村医生能力提升培训班，对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制工作进行了全面布暑和业务培训。

2、制订并下发绩效考核文件。制定和下发了村卫生室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2项绩效考核办法和基本公
共卫生、基本药物、医疗服务等3个绩效考核细则与相关文件，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乡村一体化管理，规范乡村医疗卫生机
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和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行为。



3、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局对卫生院实行上、下半年各一次综
合绩效考核，卫生院实行对村卫生室每月一督导和每季一考
核。补助资金与考核结果挂钩，严格按照绩效考核结果拨付
相关补助经费，充分调动了乡村医生积极性。

绩效效益：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零差率销
售，较好地减轻了广大农民群众“看病贵”问题，让广大人
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新医改带来的实惠。

基药配送到位率偏低，群众用药较困难。

评价：20xx年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零差率销
售，较好地减轻了广大农民群众“看病贵”问题，让广大人
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新医改带来的实惠。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篇六

（一）项目概况。

岳塘区卫生健康局下辖1个乡镇卫生院，8个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村卫生室54个，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
实行零利率销售。

（二）项目绩效目标

到20xx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努力转变“以药补医”机制，切实减少医疗机构的药品收入
的比例，基层医疗机构的基药占比将达到70%，减少群众用药
负担，缓解“看病贵”问题，满足大多数人口的需求，保证
数量和剂型足够供应。规范药物使用、生产流通，确保药物
安全有效，在提高临床用药的性价比和临床给药率的同时，
逐步规范医务人员的开药行为，遏制过度治疗和抗生素滥用
等问题，进一步引导群众形成合理科学的用药习惯，从而提
高群众健康素质。



（三）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20xx年度我区基层医机构（不含高新）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131.52万元、省级补助96.1万
元、市级补助95.49万元，村卫生室（不含高新）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补助中央补助8.37万元、省级补助4.92万元、市级补
助33.6万元。20xx年年内中央、省、市补助资金均已拨付到。

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根据《20xx年度湘潭市岳塘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含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考核奖补方
案》及基层医疗机构实际考核情况上半年拨付基层医疗机构
金额374.013万元（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补助不含昭山、高
新），下半年基药补助资金正在核算中，预计年后拨付到位。

（一） 绩效评价目的 。

基层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的减收部分进
行了合理的补偿，保证医务人员和村医合理收入不降低，确
保基层医疗机构正常运行，基本满足基层医疗群众的基本医
疗服务需求。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要求，《湘潭市岳塘区卫
生健康局 湘潭市岳塘区财政局关于印发20xx年度湘潭市岳塘
区基层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评价
方案》（岳卫联发〔20xx〕26号）文件开展20xx年度基本药物
制度补助项目绩效考核工作。

（2）组织实施：成立基本药物绩效评价组于20xx年11月22
日—11月26日对岳塘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情况进行了现场评价，共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
家、乡镇卫生院1家，随机抽查村卫生室8家。



（3）分析评价:通过绩效考核，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
提高了对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视程度,建立了基本药物采购、储
存、使用管理相关制度;注重药品质量管理，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加强对药品购进、储存、养护等基本药品管理知识的学习;
按要求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所有药品(不含中药
饮片)执行零差率销售;编制采购计划，安排专人负责网上药
品采购工作;对药品进行出入库登记并分类、妥善存放;加强
基本药物合理使用管理;通过多种方式对基本药物制度及合理
用药进行宣传，不断提高公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1、（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项目的支出符合年初
制定的预算目标，预算完成率100%。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在资金管理方面做到专款
专用，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支出合法、合规使用，无节流、
挤占、滥用情况。

2 、项目效率性分析

（1）项目实施进度：该项目是按照工作的需求逐步进行，
到20xx年年底，项目支出执行进度为100%。

（2）项目完成质量：按照上级卫健部门和政府的要求履行职
责，较好的完成卫生服务工作。

3、项目效益性分析

1.区直（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在湖南省医药采
购平台进行采购，并实行零差销售，执行率达100%。

2.基本药物配备使用金额占比不低于本单位年度要求采购总
金额的70%，20xx年度基本药物年度配备率达76.96%。

3.全区基层医疗机构50种补充议价药品金额不超过本单位网



采总金额的8%，20xx年度实际占比度未0.04%。

部分带量采购药品申请使用量与实际配送量不符，不能满足
临床需求。

请求上级协调，维持医药配送链货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