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公开13表

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
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相关政策，组织编制全省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减灾规划，指
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组织编制省级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
练。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协助省委、省政府组织重特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统一协调指挥各类
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协调指导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指导协调森林和草原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
治工作。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处理。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
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一）部门概

一、部门基本情况

况
。

1.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根据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结合《“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规划》《云南省“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等，
2023年拟通过购买专家技术服务检查非煤矿山100座，其中年度监督检查30座，安全生产条件检查70座，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促进全省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尾矿数量减少，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风险意识；以40座（户）矿山及工贸企业按照每户检查复查
各1次的标准开展检查，达到从严从实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
患，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提高全社会安全保障能力的总目标；设立云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等。2023年实现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
数较上年下降3.2%，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较上年下降4.3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较上年下降7.7%，服务对象对安
全监管工作的满意度90%以上。2.应急管理工作。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演练次数每支队伍不少于1次，应急演练过程中无安全事故发生
；省级物资储备库物资完好率达到95%以上、设备完好率达到100%；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演练1次，租用9架直升机进行日常森林防火巡
护和扑救等，为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供力量支撑，参与灭火的火灾均扑灭，保护云南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森
林草原火灾扑救能力，2023年实现森林火灾次数控制在6.5次/10万公顷以下、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内；按照计划开展应急管
理宣传培训工作、提升灾害风险预警能力，完善信息共享和服务机制等。3.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号）》《云南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实施细则》等政策法规要求，依据各地上报的需救助情况，汇总形成全省冬春需救助情况评估报
告，联合省财政厅及时向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申请资金补助。接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拨款文件后，结合本级财政投入，提出资金分配
意见，商省财政厅确定后及时拨付至县级，冬春救助资金使用率100%，30天内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冬春救助资金落实到救助对象手中，
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活；组织实施综合防灾减灾项目，项目工程验收通过率达到100%，受灾群众在规定时效内基本生活得到救助，进一
步增强全社会抵御和应对灾害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4.其他工作。保障部门的正常运转，完成应急部及省委、省政府

（二）部门绩效目标的设立情况

交办的其他任务等。

2023年省应急管理厅全年收入18270.78万元，其中，本年财政拨款18242.01万元，占99.84%；其他收入28.77万元，占0.16%。财政拨款
中基本收入4793.76万元，占该类收入的26.28%；项目收入13448.25万元，占73.72%。
2023年省应急管理厅全年支出18262.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780.87万元，占26.18%；项目支出13477.92万元，占73.80%；经营支出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3.88万元，占全年支出的0.02%。

2023年制定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机关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对《财务收支管理办法》《差旅费管理办
法》《公务接待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完善。牢固树立“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理念，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各环

（四）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节，将绩效目标设置、绩效跟踪监控、部门自评等工作作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抓手。

2023年厅机关“三公”经费支出34.35万元，比2022年决算支出24.16万元增加10.19万元，增幅42.18%；比2023年财政拨款预算数减少
37.31万元，增幅52.07%。“三公”经费人均支出0.27万元。增加的原因是：2022年因疫情无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2023年因公出
国（境）经费支出8.30万元；2023年应急部督查督导工作增加，导致公车运行经费及公务接待费支出增加。
2023年保障中心“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3.55万元，支出决算数2.62万元，较上年增加2.62万元，较年初预算数节约0.93万元。“三公
”经费支出全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22年无公务用车，2023年从云南省安全评价检测中心划转公务用车1
辆，导致“三公”经费支出大幅增加。2023年公务用车保有量1辆，无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支出，无动用上年结转用于三公经费
情况。
其他单位无“三公”经费

（五）严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

编制部门预算时，合理设置绩效目标。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绩效跟踪管理。项目结束后，及时做好绩效自评。通过绩效自评，规范部
门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绩效自评的目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的

。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云财绩〔2024〕3号）及云南省财政厅关
于开展2023年度省级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云财绩〔2024〕4号），印发《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年度中央及省对下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关于填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的函》，明确绩效评价工作目标、范围、
自评内容及工作要求，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负责绩效评价工作具体组织实施，布置、审查核实、总结评价本部门及所有项目单位的
自评情况

1.前期准

（二）自评组织过程

备
。

省本级项目由相关处室填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表）》。对下转移支付资金由厅规划财务处、减灾处、指挥中心、救援协调处、
水旱救援处、救灾处及地震处负责，在各州市上报的基础上，收集整理、汇总填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表）。规划财务处根据各处
室填报的资料，按照设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判断，赋予分值，综合汇总，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给予综合评
级

2.组织实施

。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等级为“优”。具体指标情况分析如下：（一）投入情况分析目标设定方面：绩效目标
合理，指标设定明确，绩效目标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部门“十五五”规划以及2023年部门工作计划。预算配置方面：配
置基本合理，基本支出预算能够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在职人员控制率为92.15%，部门2023重点支出金额为13477.92万元，占比100%，重
点项目支出安排率100%，项目实施得到有效的经费保障；三公经费变动率为21.35%，““三公”经费预算数逐年减少、实际支出得到有
效控制。（二）过程情况分析 预算执行方面：预算完成率较好，预算执行进度按照预算批复中的要求严格执行，预算调整率为-22.18%
；“三公”经费控制程度较好，“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36.97万元，预算安排数71.66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48.41%。部门逐步修
订完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
信息，预决算管理公开透明。资产管理部门与使用部门建立联动机制，随时掌握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定期组织设备的清点，固定资产
的利用率较高。（三）产出情况分析职责履行方面，2023年基本完成年度工作计划，工作任务目标的实现程度较高。上级部门及省政府
交办或下达的年度重点工作已基本完成，对重点工作的办理落实程度较高。
（四）效果情况分析社会效益方面，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较为显著，对保障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

三、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

挥作用。

（一）绩效管理意识还有差距。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长期以来对项目资金“重争取，轻使用”的意识还没有根本改变，
部分处室和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识不全面、重视不够，对绩效动态管理还缺乏主动性。（二）预算绩效指标体系还需完善。部分指
标没有可参考的评价体系，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不足。机构改革后，我厅新增森林和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
救援等职能职责，原有的指标体系还需进一步更新、补充和完善。（三）预算绩效管理专业性不强。部分处室和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业
务不了解、不熟悉，编制的绩效目标质量不高、可操作性不强、与项目匹配度不高。预算绩效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学习培训还不够

四、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

。

完善绩效结果反馈和运用机制，强化绩效管理责任激励约束，对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安排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自评结果
较好的项目，预算安排优先保障；对绩效自评结果较差的，查找具体原因，视情况削减或取消年度预算安排

五、绩效自评结果应用

。

（一）落实责任，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各处室是项目预算编制的主体，规财处做好预算编制的指导和审核工作。指导各处室做好项目储
备，细化预算编制。审核项目时，重点审核支出测算的合理性，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与预算安排的匹配性。（二）运用评价结果，
提高资金效益。将绩效完成情况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对预算执行进度快，绩效完成情况好的项目优先安排，反之削减预
算或取消项目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

七、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备注：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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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部门名称 厅

预算调整数（调增为“+”；
年初预算

部门预算资金（万元）

数
调

预算确定
减为“-”）

数 执行数（系统提取） 执行率（%）项目年度支出

年度资金总

情况说明

额 11,000.96 18,242.01

4,774.27

13,467.7

基本支出

项目支

307.94

出

4

23,468.89

4,729.54

18,739.35

16,695.04

11.66

2,032.6

年度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上年结转 5

34,469.85

5,037.48

29,432.37

21,556.84

11.66

7,863.8

10,693.02

4,861.80

5,831.22 7

52.92

94.77

45.76

30.11

88.7

6,490.95

6,976.79 2

1.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根据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结合《“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规划》《云南省“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等，2023年拟通过购买专家技术服务检查非煤矿山100座，其中年度监督检查30座，安全生产条件检查70座，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促进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尾矿数量减少，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风险意识；以40座（户）矿山及工贸企业按照每户检查复查各1次的标准开展检查，达到从严从实查处

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患，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提高全社会安全保障能力的总目标；设立云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等。2023年实现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较上年下降3.2%，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较上年下降4.3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较上年下降7.7%，服务对象对安全监管工作的满意度90%以上。

2.应急管理工作。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演练次数每支队伍不少于1次，应急演练过程中无安全事故发生；省级物资储备库物资完好率达到95%以上、设备完好率达到100%；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演练1次，租用9架直升机进行日常森林防火巡护和扑救等，为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供力量支撑，参与灭火的火灾均扑灭，保护云南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活财产安全，提高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能力，2023年实现森林火灾次数控制在6.5次/10万公顷

以下、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以内；按照计划开展应急管理宣传培训工作、提升灾害风险预警能力，完善信息共享和服务机制等。

3.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云南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实施细则》等政策法规要求，依据各地上报的需救助情况，汇总形成全省冬春需救助情况评估报告，联合省财政厅及时向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申请资金补助。接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拨款文件后，结合本级财政投入，提出资金分配意见，商省财政厅确定后及时拨付至县级，冬春救助资金使用率100%，30天内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冬春救助资金落

实到救助对象手中，保障救助对象基本生活；组织实施综合防灾减灾项目，项目工程验收通过率达到100%，受灾群众在规定时效内基本生活得到救助，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抵御和应对灾害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其他工作。保障部门的正常运转，完成应急部及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等
部门年度目标

。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冬春救助资金使用率

租机数量

安全生产检查企业数量

安全隐患检查完成率

应急演练次数

应奖覆盖率

视频会议终端部署

预案编制修订数量

宣传活动配合举办次数

=

=

>=

=

>=

=

>=

=

>=

100

9

140

100

17

100

1690

2

2

%

部

户（座）

%

次

%

套

份

次

1

9架

100座

1

19次

1

1698套

2份

3次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通过率

举报奖励标准符合性企业

隐患整改率

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完好率

=

=

>=

>=

100

100

90

95

%

%

%

%

1

1

0.9

0.9964

时效指标

气象监测预警分析季报提供及时率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冬春救助资金落实到救助对象手中时间

=

<=

100

30

%

工作日

1

30工作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灾群众得到救助时限

保障受灾群众冬春基本生活情况

事故查处率

宣传内容知晓率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较上年下降

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较上年下降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较上年下降

<=

=

>

>=

<=

<=

<=

10

100

上年

90

3.2

4.36

7.7

小时

%

是/否

%

%

%

%

10小时

1

增加

0.92

较上年下降10.98%

较上年上升11.11%

较上年下降15%

生态效益指标

森林火灾次数

森林火灾受害率

<=

<=

6.5/10万公顷

0.9

次

‰

0.13次/10万公顷

0.03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训人员满意度

防灾减灾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

服务对象对安全监管工作的满意度

>=

>=

>=

90

90

90

%

%

%

0.95

0.9

0.9

其他需说明事项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因公出国（境）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未收到省外办开展2023年因公出国（境）
工作通

5.88
知

款

14.11

14.11

14.11

14.11

8.30

8.30

58.82

58.8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组织1个交流团到应急管理发达国家学习交流8-9天，我厅参加2人，组织1个交流团赴台湾地区开展应急管理救援交流7天，我厅参加2人，向发达国家学习应急管理
经验或参加培训，积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经验和做法，形成专项学习报告，结合我省实际研究应用相关学习成果，有效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有

实际完成情

年度
总体
目标

况

效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不断提高我国、我省应急管理在国际上地位和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我省应急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2023年9月17日参加应急管理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组织的英国政府职业安全健康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培训，共1 

人参加。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71.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访人数 <= 4 人 1人 8.00

未收到省外办开展2023年因公出国（境）工作通

2.00

知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访团组批次 <= 2 次/团组 1次 8.00

未收到省外办开展2023年因公出国（境）工作通

4.00

知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访国家数 <= 2 个 1个 8.00

未收到省外办开展2023年因公出国（境）工作通

4.00

知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出访任务完成率 = 100 % 0.5 9.00

未收到省外办开展2023年因公出国（境）工作通

4.50

知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经费先行审核备案率 = 100 % 1 9.00 9.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因公临时出国（境）工作完成及时性 <= 12 月 及时 8.00 8.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出访形成报告数 = 2 份 1份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促成成果数 >= 2 条 2条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出访人员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77.38 中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救灾保障中心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应急管理保障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6.24

款

70.00

70.00

执行率

62.39

62.3

43.67

43.67 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为应急管理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保障，完成：对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州（市）进行应急
准备工作检查、调研，对地震、地质灾害发生州（市）进行救援及现场处置，预计进行检查、救援的州（市
）共计8个。参加云南省地震应急演习1次。前往9州（市）重点森林火灾区域进行检查调研及火灾救援。为防
灾减灾工作提供保障，对我省防灾减灾工作进行技术指导，进行防灾减灾调研检查16次。对发生特大强降雨
的州（市）进行抢险救援，对8个州（市）进行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和督导检查。参加13次业务培训与学习交流
。对10个州（市）冬春救助、救灾资金使用、防灾备灾等情况进行检查。采购、验收合格33套灾害信息员装
备。中心人员对于发放装备的满意度达到100%

通过项目实施，为应急管理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保障，力争完成以下目标：对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州（市）进行应急准备工作检查、调研，对地震、地质灾害
发生州（市）进行救援及现场处置，预计进行检查、救援的州（市）共计6个。参加云南省地震应急演习1次。至少前往8州（市）重点森林火灾区域进行检查调研及
火灾救援。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保障，对我省防灾减灾工作进行技术指导，进行防灾减灾调研检查15次。对发生特大强降雨的州（市）进行抢险救援，对4个州（市
）进行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和督导检查。至少参加5次业务培训与学习交流。对5个州（市）冬春救助、救灾资金使用、防灾备灾等情况进行检查。采购、验收合格33
套灾害信息员装备。中心人员对于发放装备的满意度达到90%。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及检查调研州（市） = 6 个 8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地震演习次数 = 1 次 1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火工作检查调研、火灾救援州（市）个数 = 8 个 9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灾减灾调研检查次数 >= 15 次 16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和督导检查州（市）个数 = 4 个 8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培训学习次数 = 5 次 13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查救灾资金使用、防灾备灾、灾情核查州（市）个数 = 5 个 10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救灾装备数量

      
      
      

      

= 33 套 33套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费用报销合规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装备套装验收合格率 = 100 % 1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 提高 是/否 是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中心人员对装备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6.24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救灾保障中心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应急救灾管理保障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5.68

款

23.11

23.11

执行率

56.82

56.8

13.13

13.13 2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为应急管理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保障，完成以下目标：对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州（市）
进行应急准备工作检查、调研，对地震、地质灾害发生州（市）进行救援及现场处置，预计进行检查、救援
的州（市）共计8个。参加云南省地震应急演习1次。前往9州（市）重点森林火灾区域进行检查调研。为防灾
减灾工作提供保障，对我省防灾减灾工作进行技术指导，进行防灾减灾调研检查16次。对发生特大强降雨的
州（市）进行抢险救援，对8个州（市）进行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和督导检查。参加13次业务培训与学习交流。
对10个州（市）冬春救助、救灾资金使用、防灾备灾等情况进行检查。采购、验收合格33套灾害信息员装备
。中心人员对于发放装备的满意度达到98%

通过项目实施，为应急管理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保障，力争完成以下目标：对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州（市）进行应急准备工作检查、调研，对地震、地质灾害
发生州（市）进行救援及现场处置，预计进行检查、救援的州（市）共计12个。参加云南省地震应急演习1次。至少前往8州（市）重点森林火灾区域进行检查调研
。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保障，对我省防灾减灾工作进行技术指导，进行防灾减灾调研检查20次。对发生特大强降雨的州（市）进行抢险救援，对4个州（市）进行防
汛抗旱抢险救援和督导检查。至少参加6次业务培训与学习交流。对5个州（市）冬春救助、救灾资金使用、防灾备灾等情况进行检查。采购、验收合格33套灾害信
息员装备。中心人员对于发放装备的满意度达到90%。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7.3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及检查调研州（市） = 12 个 8个 5.00

年初上报全年绩效目标，资金年中下拨时重新修订了绩效目

3.33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省级地震演习次数 = 1 次 1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火工作检查调研州（市）个数 = 8 个 9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灾减灾调研检查次数 = 20 次 16次 5.00

年初上报全年绩效目标，资金年中下拨时重新修订了绩效目

4.00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和督导检查州（市）个数 = 4 个 8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培训学习次数 = 5 次 13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灾资金使用、防灾备灾检查州（市）个数 = 5 个 10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救灾装备数量

      
      
      

      

= 33 套 33套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费用报销合规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装备套装验收合格率 = 100 % 1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 提高 是/否 是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中心人员对装备满意度 >= 90 % 0.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3.01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航空应急救援服务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4,146.45

分值

10.03,643.75 0 87.88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8.79

款

4,146.45 3,643.75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87.88

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成效。2022年通过租用6架直升机进驻云南执行巡护、灭火任务，租赁飞机天数达到计划天数，租赁飞机飞行时长达到保底飞行时间，确保一旦发生森林草原火
通过每年森林航空消防经费的投入，提升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效率，有力地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完成省人民政府下达的森林草原火灾防控 2022年在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林草局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国家补助我

作提供力量支撑，参与灭火的火灾均扑灭，保护云南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活财产安全，提高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能力，使用部门满意度达80%及以上。

省
8353万元按照布机计划租用6架大型直升飞机（1架M-26直升机、2架K-32直升机、3架M-171高原型直升机）布

灾，能实施森林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全省跨区域调动参与灭火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全面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 局在保山站、丽江站、普洱站，江川基地、大理基地和蒙自基地，开展航空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发生火情，能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终达到飞机参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与地面救援人员协同扑救火灾，执行地面人员不能到达区域的扑救任务，为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第一时间派出航空消防力量参与战斗。2022年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16起，自1951年云南省有记录以来，火灾起

数历史最低，为有效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6.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机数量 = 6 辆 6架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机天数完成率 = 100 % 0.7523 10.00

因部分标段流标，招标时间延长，导致部分机型进驻时间缩短，飞行时
长未完成

7.5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保底飞行时间完成率 = 100 % 0.9537 20.00

因部分标段流标，招标时间延长，导致部分机型进驻时间缩短，飞行时
长未完成

19.00

。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参与完成森林草原火灾扑灭率 = 100 % 1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部门满意度 >= 95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5.29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地质灾害）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 3,848.28 10.00 76.97 7.7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5,000.00 3,848.28 76.97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2022年度各州市地质灾害经济损失、地质灾害隐患点个数等确定经费分配系数，力争经费下达后提升我省各州市，特别是地质灾害损失较大的州市，防范、救灾
能力有所提升。

灾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022年全省各州市均有地质灾害发生，灾害发生后均积极有效开展了救灾行动，地质灾害综合应急处置能
力得到提升，较好实现了年度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救灾能力得到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次数 >= 100

          

次

      
      
      

100次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数 >= 20 次 20次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文件要求时限内下达 <= 30 天 30天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高应急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 = 地质灾害应急救 % 地质灾害应急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7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填报 台，12399件，254辆

分开填报 个，19585件，1110台、辆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

年初预算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2022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洪涝灾害）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8.13

款

填报

执行率

81.33

81.3

4,000.00

4,000.00 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284台，1525件，598套，2200米，32根，40盆

3,253.07

3,253.07

完

预期目标

1.根据各地洪涝灾害受灾情况和现行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办法、云南省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及时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洪涝灾害）应急救灾资金，补助重点受
灾地区用于应急抢险和部分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补助重点受灾地区开展的搜救人员、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等工作，补助抢险救援中购买、租赁、运输救灾装备物资和抢险备料，补助抢险救
援中现场交通后勤通讯保障，灾情统计、应急监测等工作。
3.补助重点受灾地区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实际完成情

年度
总体
目标

况

。

成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填报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个，250顶，160594件、套，400把，1000米，2400平米，20吨，9025条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分值

90.0

度量单位

0

得分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动抢险救援力量（人次）

填报

>= 按汇总数量填列 人次 175824人次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入防汛防台风设备 >= 按设备类别分开 台/套 88批，10583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入防汛防台风物资消耗 >= 按物资消耗类别 批次 10批，33102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处置突发险情 >= 按汇总数量填列 起 156起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应急抢险设备 >= 按设备类别分开 台/套 9批 4138个，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应急抢险物资 >= 按物资类别分开 批次 6批，236145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总人次 >= 按物资类别分开 人次 9526人次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灾地区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数量 >= 按汇总数量填列 间 95间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灾地区一般损坏房屋修缮数量 >= 按汇总数量填列 间 1643间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增加） >= 按汇总数量填列 个 0 3.00 3.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添置设备验收通过率（%） >= 100 % 1 3.00 3.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添置物资验收通过率（%） >= 95 % 0.95 3.00 3.00

定有序

产出指标

稳定有序

质量指标 ...（可增加） >= 95 % 0.95 3.00 3.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30天内资金下达率（%） >= 100 % 1 3.00 3.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添置设备物资完成时限 >= 按时完成 年-月-日 按时 3.00

          

3.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倒塌严损房屋重建完成时限 >= 按时完成 年-月-日 按时 3.00 3.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一般损坏房屋修缮完成时间 >= 按时完成 年-月-日 按时 3.00 3.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维护灾区社会正常秩序 = 灾区社会秩序稳 % 灾区社会秩序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各省灾区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数 >= 5 次 0次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投诉率（%） = 5 % 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98.1
100.00

3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1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

年初预算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应急管理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5.32

款

5,100.00

5,100.00

4,590.00

4,590.00

执行率

53.19

53.1

2,441.24

2,441.24 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分析矿山、道路运输等10个重点行业领域43类重大隐患、34
类重点问题，明确企业20项、部门21项、党委政府17项重点工作任务。党委主要负责人带头开展“过筛子”
式排查，各级政府负责同志现场督导检查4051次，部门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5014次，组织开展督导检查5430
次。帮扶指导重点企业6.8万家（次），推动企业自查发现重大隐患2293项、整改1882项。抽查检查企业25万
余家，发现重大隐患4059项、整改3260项。开展行政处罚2.8万余次，实施“一案双罚”347次，移送司法机
关172人、责令停产整顿企业1017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9532家，约谈通报有关地区及部门877次。
国务院安委会督查反馈的127项问题隐患，已整改126项，剩余1项力争在年内完成整改。2023年1-11月份，全
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837起、死亡921人、受伤326人，同比分别减少183起、141人、63人，下降17.94%、
13.28%、16.2%。其中，较大事故20起、死亡75人，同比分别增加3起、8人，上升17.65%、11.94%；连续48个
月未接报重大及以上事故

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建设、应急能力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库运行维护及物资更新等项目的补助，通过
项目的实施，促使企业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督促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建设，继续深入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等的专项整
治工作，完成以下目标：
1.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较上年下降3.2%，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较上年下降4.3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较上年下降7.7%，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
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较上年下降4.36%。
2.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演练次数每支队伍不少于1次；
3.省级物资储备库物资完好率达到95%以上；
4.服务对象对安全监管工作的满意度90%以上。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7.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用设备物资购置完成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急演练次数 >= 15 次 15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信息化建设项目完成率 = 100 % 0.5835 5.00

玉溪市信息化建设项目6个只完成1个，5个正在建设中

2.9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企业隐患整改率 >= 90 % 0.976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完好率 >= 95 % 0.9964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企业隐患平均自查自报率 >= 90 % 0.94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化建设项目验收通过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时限 <= 60 天 37天 6.00 6.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企业隐患整改及时率 = 100 % 1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较上年下降 <= 3.2 % 较上年下降10.98%6.00 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较上年下降 <= 4.36 % 较上年上升11.11%6.00 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较上年下降 <= 7.7 % 较上年下降15% 6.00 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较上年下降 <= 4.36 % 较上年下降9.92%6.00 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宣传培训内容知晓率 >= 80 % 0.885 6.00 6.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对安全监管工作的满意度 >= 90 % 0.9571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培训对象满意度 >= 90 % 0.975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93.2
100.00

2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2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德宏州盈江县“7·28”洪涝灾害救灾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316.31 10.00 31.63 因财政资金调度困难，导致项目推后，已
制定项目推进计划，加强跟踪问效，按计

3.16

划推进，于2024年12月20日前完成。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 316.31 31.63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及时下拨自然灾害救助资金，按照《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补助受灾地区的受灾群众救助、安置转移、恢复重建等支出。 做好应急灾害救灾救助工作，包含农民因灾损失、救助贫困人群，确保救灾管理工作稳定高效运行.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55.82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救助资金下拨率 = 100 % 0.3163 50.00

因财政资金调度困难，导致项目推后，已制定项目推进计划，加强跟踪

15.82

问效，按计划推进，于2024年12月20日前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灾区社会秩序 = 社会秩序稳定 % 社会秩序稳定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58.98 差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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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3表

金额单位：万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编制单位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项目资金（万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元）

数 数 分值 得分 备注

应急管理专项转移支付（第二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10.0
0

款

330.00

330.00

执行率

17.1
4

17.1

56.56

56.56
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1.71

实际完成情况

应急管理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建设、应急能力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库运行维护及物资更新等项目的补助，通
过项目的实施，促使企业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督促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建设，继续深入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等的专
项整治工作，完成以下目标：
1.各项应急装备、器材设备购买率达到100%；2.隐患整改率达到90%以上；3.各项装备设备购置验收合格率100%；4.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数为0起；5.安
全专项检查覆盖率达到95%。6.使用对象对购置设备的满意度、服务对象对安全监管工作的满意度90%以上。

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分析矿山、道路运输等10个重点行业领域43类重大隐患、
34类重点问题，明确企业20项、部门21项、党委政府17项重点工作任务。党委主要负责人带头开展“过筛
子”式排查，各级政府负责同志现场督导检查4051次，部门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5014次，组织开展督导检
查5430次。帮扶指导重点企业6.8万家（次），推动企业自查发现重大隐患2293项、整改1882项。抽查检
查企业25万余家，发现重大隐患4059项、整改3260项。开展行政处罚2.8万余次，实施“一案双罚”347次
，移送司法机关172人、责令停产整顿企业1017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9532家，约谈通报有关地
区及部门877次。国务院安委会督查反馈的127项问题隐患，已整改126项，剩余1项力争在年内完成整改。
2023年1-11月份，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837起、死亡921人、受伤326人，同比分别减少183起、141
人、63人，下降17.94%、13.28%、16.2%。其中，较大事故20起、死亡75人，同比分别增加3起、8人，上
升17.65%、11.94%；连续48个月未接报重大及以上事故。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分值

90.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2.00

1.50

1.50

1.0

120

35

240

1000

4

1

1

50

1

7

6

1

1

60

23

8

3500

2

1批

1

12

1

1

1

1

1

1

3个月

4个月

6个月 0

项目在约定 1.00

1

45623

45641

0.9

0.9

0起

0.0381

0.95

有效保障

83

85

1.50

1.50

1.50

4.00

3.00

4.00

3.00

4.00

3.00

3.00

3.00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

较上年下降 3.00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装备设备器材购置数

专家排查工贸企业安全隐患户数

微信公众号上载宣传新闻期数

微信公众号上载宣传新闻期数

制作宣传展板数量

制作宣传视频数量

购买应急救援装备、物资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专栏期数

视频会议系统

分布式4KHDMI输入节点

分布式4KHDMI输出节点

扩音设备

无纸化阅文系统

终端设备

危化品生产企业现场核查数量

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

悬挂安全生产宣传布标、发放宣传材料份

应急避难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及治理

应急执法装备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安全隐患排查

装备设备购置验收合格率

企业安全隐患整改率

购置计划完成率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专栏内容贴合率

安全专项检查覆盖率

应急执法装备完好率

完成年度预定项目时间

购买及时率

“关注安全，守望生命”电视专栏完成时间

提升改造完成及时率

设备购置完成及时率

安全隐患排查检查

应急执法装备购置

应急救援装备设备使用率

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提升率

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数

事故死亡人数同期下降率

宣传内容知晓率

有效保障应急视频会议调度需求

各类安全事故起数

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安全事故死亡率

使用对象对购置设备的满意度

人民群众及企业对应急管理的满意度

应急管理工作人员满意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20

240

1000

4

1

1

24

1

7

6

1

1

60

23

8

3000

2

1

1

12

100

90

100

100

95

80

4

6

8

100

100

11月30日前完

12月20日前完

80

90

0

2

80

有效保障

60

70

3.2

90

90

90

%

户

期

篇

个

个

批

期

台

台

台

套

套

套

户

户

条/份

个

批

次

户

%

%

%

%

%

%

个月

个月

个月

%

%

年-月-日

年-月-日

%

%

起

%

%

%

起

人

%

%

%

%

0.96

0.91

1

得分

87.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2.00

1.50

1.50

1.00

1.00

1.50

1.50

1.50

4.00

3.00

4.00

3.00

4.00

3.00

1.00

2.00

3.00

3.00

3.00

4.0

3.00

3.00

4.00 0

总

总分

分 总
值

得
分

100.
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自评等级

88.7
1

良

。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4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保山市）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9.43

款

100.00

100.00

执行率

94.29

94.2

94.29

94.29 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已采购森林火灾扑救装备，有效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通过采购必要的森林火灾扑救装备，动用扑灭火队伍，租赁大型灭火装备，租用灭火所需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购置租用扑救装备、物资设备以及用油、用电等费
用支出强化森林草原防灭火物资储备，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减少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遏制重大、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力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消防泵 >= 7 台/套 7台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无人机 >= 4 台/套 4台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防火运兵车租车费 >= 3 件 3.3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防火多功能战术背心 >= 50 个 50件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风力灭火机（斯蒂尔BR600） >= 27 台/套 27台 5.00 5.00

产出指标

衡

数量指标 二号工具 >= 5000 件 5000件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字对讲机 >= 10 个 10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物资验收合格率 >= 95 %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及时率 <= 30 天 9天 8.00 8.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森林火灾受害率 <= 0.9 ‰ 0.00005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维护生态平衡 = 有效维护生态平 % 总体稳定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物资使用者 >= 90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9.43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5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12·02德宏芒市5.0级地震抗震救灾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210.69 10.00 21.07 2.1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 210.69 21.0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规定，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芒市500万元已全部完成使用，陇川500万元已支出使用343.54万元，主要用于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危房拆
除、搬迁和重建补助及购买救灾设备、物资等。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5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应急救灾资金下拨率 = 100 % 0.32 50.00 1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 通过安排救灾资金人次 1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58.11 差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6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尾矿库险隐患治理支出）补助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资金下拨企业，系统未提取数据，实际使
用资金482万元，预算执行率26.77%，分
值2.68分。

款

1,800.00

1,8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完成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现状地形图测绘，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
程岩土工程勘察，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安全现状评价，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及初步设
计报告编制，于2024年1月19日通过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组织的专家审查，并出具了专家审查意见，2月28日将

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卡房分公司卡房、元谋县凉山大水井铜矿选厂、元谋县大远矿业有限公司红坡铁矿选厂尾矿库
实施闭库销号治理，100%完成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覆土植被，隐患治理100%完成，通过建设，单项工程合格率达到100%，滩面植被率达到95%以上，按照要求
工期，100%及时完成工程建设及销号，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大于1.3，防渗渗滤液不外排，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安全隐患，社
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修改完善设计资料报送至省应急管理厅，目前正开展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施工单位招投标工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5.2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完成率 = 100 % 0.67 5.00

部分项目工程正招投标，督促加快推

3.35

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隐患治理率 = 100 % 0.67 5.00

部分项目工程正招投标，督促加快推

3.35

进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单项工程合格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防洪设防标准 >= 500 年 ≥500年一遇、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滩面植被率 >= 95 % 0.67 5.00

部分项目工程正招投标，督促加快推

3.52

进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防洪设防标准 >= 200 年 ≥200年一遇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周期 <= 1.5 年 1.5年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销号时间 <= 1.5 年 1.5年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周期

      
      
      

      

<= 1 年 1年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销号时间 <= 1 年 1年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 = 1.3 K 1.3K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防渗效果 = 渗滤液不外排 0 渗滤液不外排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100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85.22

自评等级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7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冬春救助补助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9.84

款

2,050.00

2,050.00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2,017.66

2,017.6

2,050.00

2,050.00 6

98.42

98.4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1.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实施细则》《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指导标准
》等政策法规要求，依据各地上报的需救助情况，汇总形成全省冬春需救助情况评估报告，联合省财政厅及时向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申请资金补助。接到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拨款文件后，结合本级财政投入，提出资金分配意见，商省财政厅确定后及时拨付至县级。
2.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要求，体现党委政府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让全省人民过一个幸福祥和的春节，明确5个受灾
较为严重的县作为慰问对象，按照每个县慰问100户受灾困难群众，每户发放慰问金1000元的标准进行慰问。慰问方案经厅领导审批同意后，向省政府上报春节慰问

实际完成情

年度
总体
目标

况

受灾困难群众请示，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后，组织开展慰问活动。

各县（市、区）救助资金发放方式合规，救助对象符合救助政策要求。通过救助资金发放，解决了受灾人员因
当年冬寒和次年春荒在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遇到的基本生活困难，未出现因救助不及时导致上访的现象发
生，确保受灾群众克服冬春生活困难，受灾困难群众满意度较高。完成慰问2023年因自然灾害受灾生活困难群
众春节慰问500户，每户慰问资金1000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冬春救助资金使用率 = 100 %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冬春救助资金落实到救助对象手中时间 <= 30 工作日 完成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慰问时限 <= 45015 年-月-日 完成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慰问覆盖率 = 100 % 1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受灾群众冬春基本生活情况 = 100 % 1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冬春救助对象投诉率 <= 1 % 无投诉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春节慰问对象投诉率 <= 1 % 无投诉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9.8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8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昭通市“6.01”洪涝灾害应急救灾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544.07 10.00 54.41 部分避险搬迁工作正在实5.44 施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 544.07 54.4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及时下拨自然灾害救助资金，补助受灾地区用于受灾群众救助、应急抢险、人员搜救、安置转移、排危处险及恢复重建等支出。 用于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应急救援、排危除险、次生灾害防范及恢复重建等支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94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救助资金下拨率 = 100 % 0.9188 50.00 45.9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灾区社会秩序 = 社会秩序稳定 0 社会秩序稳定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满意度 >= 90 % 0.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1.38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9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曲靖市）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8.00

款

100.00

100.00

80.00

80.00

80.00

8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购置全地形森林消防摩托车、扑救装备物资设备以及用油等。 购买全地形山地摩托车3辆，背负式风力灭火机28台，气压式多功能灭火枪8台，背负式风力喷水灭火机16台，
开挖防火隔离带1000米，加强了森林扑火装备及设施建设，增强了林区队伍机动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市森林火
灾综合防控能力，未发生重大以上的森林火灾，为保护森林资源、巩固生态建设成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和林
区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目标2：开挖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扑火装备及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全区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确保不发生重大以上的森林火灾，为保护森林资源、巩固生态
建设成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和林区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目标3：增强林区队伍机动能力，提高林区队伍巡护效率，提高森林防火宣传范围。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全地形山地摩托车 >= 3 台/套 3辆 8.00 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背负式风力灭火机 >= 28 台/套 28台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气压式多功能灭火枪 >= 12 台/套 8台 8.00 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背负式风力喷水灭火机 >= 8 台/套 16台 7.00 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和物资验收合格率 = 100 %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4小时扑灭率 >= 98 % 0.9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发生森林火灾事故（件）起数 <= 86 起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森林火灾受害率 <= 0.9 ‰ 0.0000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专用设备使用年限 >= 6 年 6年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人民群众对森林防火满意度 >= 90 % 0.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8.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0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该资金为直达资金，2023年12月18日下达
州市各地。截至2024年1月19日，已全部发
放到受灾群众社保卡上，资金执行率100%

0.11

。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5,687.00

35,687.00

397.83

397.83

1.11

1.1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社〔2020〕245号）、《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规定（省政府令第183 号
）》和《云南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云财社〔2012〕163号）》等政策法规要求，依据各地上报的需救助情况，汇总形成全省冬春需救助情况评估
报告，联合省财政厅及时向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申请资金补助。接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拨款文件后，结合本级财政投入，提出资金分配意见，商省财政厅确定后及
时拨付至县级。县级按规定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做好公示工作，在30个工作日内将冬春救助资金落实到救助对象手中。

云南省冬春救助工作依法依规有序开展，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完成了灾区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衣被、
取暖、医疗等基本生活救助，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安全温暖过冬。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任务完成率 = 100 % 1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对象合规性 = 100 % 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冬春救助资金落实到救助对象的时限 <= 30 天 完成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负面事件发生次数 <= 5 次 0次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冬春救助对象满意率 >= 90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0.1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填报

填报

填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1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

填报

分值

10.0

备注

0

省级应急救灾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2.93

款

9,950.00

9,950.00

执行率

29.30

29.3

2,915.36

2,915.36 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1.参照各地洪涝灾害受灾情况和现行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办法、云南省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及时下拨省级应急救灾资金，补助全省受灾地区用于应急抢险和
救灾救助工作。重点用于以下范围：
（一）各类预报预警信息研判、叫应、调度、总结等处置，防汛值班值守巡查保障。
（二）提前转移避险组织工作和转移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三）购买和租赁应急指挥、抢险救灾所需的装备设备、物资等。
（四）现场交通后勤通讯保障和应急处置。
（五）灾情统计和应急监测。
（六）救援队伍的训练、装备，及购买搜救、排危等技术服务。
（七）救灾物资的仓储、维护维修、装卸、保险、管理、运输等。
（八）抢险救灾飞机的租（征）用，无人机应急侦测等设备的购买和租（征）用、空地勤保障等
（九）其他防汛救灾必要措施保障

年度
总体
目标

。

实际完成情况

1.昆明市因部分县区乡镇执行进度慢，85万元未支出；2.昭通市因部分县区乡镇执行进度慢，224万元未支出
；3.曲靖市沾益区因财政困难暂未拨付，15万元未支出；4.玉溪市因部分县区乡镇执行进度慢，195万元未支
出；5.保山市因部分县区因财政困难暂未拨付，152万未支出；6.红河州部分县区乡镇预留资金2024年汛期备
用，120万未支出；7.文山州部分县区因财政困难暂未拨付、部分县区乡镇执行进度慢，81万元未支出；8.丽
江市因部分乡镇使用缓慢年终财政收回，待重新拨付使用，95万元未支出；9.大理州因部分县区乡镇执行进
度慢，15万元未支出；10.迪庆州部分乡镇使用缓慢年终财政收回，待重新拨付使用，15万元未支出；11.怒
江州部分县区因财政困难暂未拨付，91万元未支出；12.临沧市部分乡镇使用缓慢年终财政收回，待重新拨付
使用，41万未支出；13.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因执行进度慢，年终被财政收回，23万未支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填报

度量单位

90.00 88.9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收处置预警预报信息次数（次） >= 按汇总人次分开 次

填报

20350次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入添置抢险救灾装备设备物资等（批次） >= 按汇总批次分开 批次 4085批次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急处置和洪涝灾害（次） >= 按汇总次数分开 次 201次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前转移避险总人次（人次） >= 按汇总人次分开 人次 47451人次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汛值班值守天数（天） >= 184 天 197天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干部下沉人数（人次） >= 按汇总人次分开 人次 108010人次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隐患巡查排查次数（次） >= 按汇总次数分开 次 13278次 4.00 4.00

产出指标

定有序

数量指标 出动抢险救援力量（人次）

稳定有序

>= 67016 人次 86556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灾地区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修缮数量（间） >= 542 间 630 4.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添置装备设备物资验收通过率（%） >= 95 % 0.85 5.00

全省部分县区乡镇资金执行使用

4.47

中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30天内资金下达率（%） = 100 % 0.9 5.00

全省部分县区乡镇资金执行使用

4.50

中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添置装备设备物资完成时限 = 按时完成 年-月-日 按时完成 4.00 4.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维护灾区社会正常秩序 = 灾区社会秩序稳 0 灾情社会秩序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各省灾区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数 <= 5 次 5次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防汛救灾能力提升 = 明显提升 % 明显提升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投诉率（%） <= 5 % 0.0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91.9
100.00

0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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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2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得分

填报

分值

10.0

备注

0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二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7.43

款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1,114.82

1,114.8

1,500.00

1,500.00 2

执行率

74.32

74.3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1.根据各地洪涝灾害受灾情况和现行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办法、云南省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及时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洪涝灾害）应急救灾资金，补助重点受
灾地区用于应急抢险和部分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补助重点受灾地区开展的搜救人员、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等工作，补助抢险救援中购买、租赁、运输救灾装备物资和抢险备料，补助抢险救
援中现场交通后勤通讯保障，灾情统计、应急监测等工作。
3.补助重点受灾地区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年度
总体
目标

。

实际完成情况

在资金管理上，全省各级应急部门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级救灾资金管理规定，强化责任意识，确保中央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管理规范、使用合理。从各州市自评情况来看，部分州市部分乡镇资金执行缓慢。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填报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8.7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动抢险救援力量（人次） >= 按汇总数量填列 人次 91231人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入防汛防台风设备物资（批次） >= 按设备物资批次 批次 5155批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处置突发险情（次） >= 按汇总数量填列 次 718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应急抢险设备物资（批次） >= 按设备物资批次 批次 867批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前转移避险总人次（人次） >= 按物资类别分开 人次 25558人次 5.00 5.00

定有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稳定有序

受灾地区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修缮数量（间） >= 按汇总数量填列 间 336间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添置物资设备验收通过率（%）

面舆情和事件

>= 95 % 0.9 5.00 4.7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30天内资金下达率（%）

诉

= 100 % 0.8 5.00 4.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添置设备物资完成时限 >= 按时完成 天/月 按时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倒塌严损房屋重建、修缮完成时限 >= 按时完成 天/月 按时 5.00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维护灾区社会正常秩序 = 灾区社会秩序稳 % 灾情社会秩序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各省灾区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数 <= 5 次 未出现重大负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投诉率（%） <= 5 % 未接到群众投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6.13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3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

年初预算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2023年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8.03

款

3,357.00

3,357.00

执行率

80.27

80.2

2,694.74

2,694.74 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汲取借鉴“8·3”鲁甸、“9·5”泸定和“2·6”土耳其等重特大地震灾害应急救援经验教训，选择预判地震高风险区构设演习环
境，突出先期处置、组织指挥、救援协同、区域联动等内容，全面建设应急指挥协调系统运行情况，着力破解高山峡谷地区地质灾害救援难题，有效强化空地一体
化联合救援行动能力，统筹推动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实战运用，强化民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

年度
总体
目标

。

实际完成情况

“应急使命·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于5月16日在丽江市顺利举办。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以实际身份参加了指挥演习，在观摩综合演习后，给予了“非常成功，没
有瑕疵”的高度评价。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分值

90.0

度量单位

0

得分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震演习科目数量 >= 43 个 43个 2.50 2.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震演习参演人数 >= 4300 人 4300人 2.50 2.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震演习参演大型航空器架数 >= 13 辆 13架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演习场场地使用面积 >= 1500 亩 1500亩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演习场土地复垦面积 >= 400 亩 400亩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模拟民居场景搭建面积 >= 40 亩 40亩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观摩区搭建面积 >= 10 亩 10亩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演习设备验收合格率 >= 99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演习设施设备故障率 <= 2 % 0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本次演习发生重大负面舆情条数 <= 3 条 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本次演习任务完成时限 <= 2023年5月31日前年-月-日 45062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全面检视地震风险区应急准备工作

      
      
      

      

= 效果显著 % 效果显著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有效检验抗大震救大灾综合应急能力 = 效果显著 % 效果显著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健全完善灵敏高效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 效果显著 % 效果显著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推动提升重点地区抗御大震能力 = 效果显著 % 效果显著 7.50 7.5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演习人员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98.0
100.00

3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4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云南安宁产业园区草铺化工园区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3.81

款

2,400.00

2,400.00

执行率

38.10

38.1

914.29

914.29 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在统筹推动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内化工企业按照要求建立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化工产业聚集区重大风险防控项目，建立并有效应用本聚
集区（化工园区）危化品安全风险智能管控平台，配置完善本聚集区（化工园区）公共区域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露监测管控设备，探索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预
防控制体系，提升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年度
总体
目标

。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全省各州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质灾害发生，积极有效开展救灾行动，地质灾害综合应急处置能力得到
提升，较好实现了年度工作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78.7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 = 1 个 1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聚集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功能模块 >= 6 个 11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聚集区内化工企业安全风险智能管控平台建设率 >= 9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聚集区内化工企业平台接入聚集区平台率 >= 90 % 0.8 5.00

正在有序推进，计划2024年3月30日完

4.00

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共区域监测监控设备覆盖率 >= 80 % 0.8 4.00

公共区域视频监控安装完成，鹰眼与企业视频监控集成预计2024年3月
30日完

4.00

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露监测管控设备建设任务完成率 >= 80 % 0.7 4.00

剩余大范围速扫设备正在安装，计划2024年3月30日完

3.50

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安全等保 = 2.0二级 % 0

正在开展等保测评，计划2024年5月30日完

4.00

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网络延迟、响应时间和稳定性 = 达到指南要求 % 0.8 4.00

正在开展软件测评，计划2024年5月30日完

3.20

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预警响应率 >= 95 % 0

正在开展，预计2024年3月30日持续保障指标完

4.00

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基本功能建成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 1 年 9个月 5.00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园区重大安全风险数字化管控水平 = 大幅度提升 % 大幅提升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园区内企业重大安全风险数字化管控水平 = 大幅度提升 % 大幅提升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聚集区内企业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82.51

自评等级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5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玉溪市）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9.58

款

200.00

200.00

执行率

95.84

95.8

191.68

191.68 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玉溪市按要求已完成资金下拨及物资招投标采购工作。各县（市、区）积极主动对资金使用进行合理支配，
及时购置森林火灾扑救装备、物资设备、用油等，对有需求的乡镇、街道、社区加大资金拨付；市级不定时
组织检查组巡查，及时发现各地问题进行反馈整改。各县（市、区）按照要求加强物资储备，做好应急准备
，组织练兵备战，提升队伍应急处置能力水平，多措并举抓好各项防控措施，全力维护森林资源安全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采购必要的森林火灾扑救装备，动用扑灭火队伍，租赁大型灭火装备，租用灭火所需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购置租用扑救装备、物资设备以及用油、用电等费
用支出能够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的机动性和扑灭能力，有效减少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消防高压高扬程水泵-背负式 >= 12 台/套 12台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消防高压水带 >= 16000 米 16000米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水囊 >= 16 个 16个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背水桶 >= 600 个 600个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风力灭火机（斯蒂尔BR600） >= 20 台/套 39台 6.00 6.00

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平衡

二号工具 >= 880 件 980件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背囊 >= 100 个 100个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物资验收合格率 >= 95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及时率 <= 30 天 31天

因科室工作繁忙，且遇节假日，故未及时提请党委会研究通过，因此
资金下达时间推迟1天

5.0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森林火灾受害率 <= 0.9 ‰ 0.000026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维护生态平衡 = 有效维护生态平 % 有效维护生态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物资使用者 >= 90 % 0.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4.58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6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昆明市）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6.67

款

100.00

100.00

执行率

66.74

66.7

66.74

66.74 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森林火灾具有不确定性，租用灭火所需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完成70%，扑灭火灾用油、用电等支出完成69%，
未达到100%的预期目标。其它数质量指标均已完成

通过项目实施支持部分县（市）区完成如下目标：1.全市动用扑灭火队伍不少于1000人·次/每年；2.租赁大型灭火装备不少于10台·次/每年；3.租用灭火所需汽
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不少于30辆·次/每年；4.购置或租用扑火装备、物资设备不少于500台·次件/每年；5.扑灭火灾用油、用电等支出每年不少于10万元。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6.9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年全市动用扑灭火队伍 >= 1000 人次 1200人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年租赁大型灭火装备 >= 10 台次 10太次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年租用灭火所需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 30 辆次 21辆次 4.00

2023年对下转移资金晚，2024年结转资金刚刚下达。下步将加快资金
支出进度

2.80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年购置或（租用）扑火装备、物资设备 >= 500 台/件次 550台次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年扑灭火灾用油、用电等支出 >= 10 万元 6.9万元 5.00

2023年对下转移资金晚，2024年结转资金刚刚下达。下步将加快资金
支出进度

3.45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动用救援扑灭火队伍 =

日前

完成扑灭火任务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租赁大型灭火装备完好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租用灭火所需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完好率 = 100 % 0.7 5.00

2023年对下转移资金晚，2024年结转资金刚刚下达。下步将加快资金
支出进度

5.0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购置或（租用）扑火装备、物资设备完好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扑灭火灾用油、用电等支出率 = 100 % 0.69 5.00

2023年对下转移资金晚，2024年结转资金刚刚下达。下步将加快资金
支出进度

5.00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项目总体目标

          

=

      
      
      

      

12 月 2024年10月30 1.00

项目资金于2023年10月份下达，完成项目总体目标时间为12个月，将
于今年10月30日前完成

1.00

。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资金 <= 100 万元 66.74万元 1.00

2023年对下转移资金晚，2024年结转资金刚刚下达。下步将加快资金
支出进度

0.67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发生森林火灾次数 <= 80 起 5起 15.00

项目正在实施

15.00

中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森林火灾受害率 <= 0.8 ‰ 0.00009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加森林火灾扑救人员满意度 >= 95 % 0.97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93.5
100.00

9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7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5.02保山隆阳5.2级地震抗震救灾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执行率 得分

资金，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其中保山市救助灾民9297户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200.00 1,093.29 10.00 91.11 9.1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00 1,093.29 91.1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规定，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保山市支出使用1000万元，大理州支出使用2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应急救灾资金下拨率 = 100 % 0.9111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 通过安排救灾资金人次 通过安排救灾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1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8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大理州）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6.39

款

150.00

150.00

执行率

63.87

63.8

95.80

95.80 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专项用于采购必要的森林火灾扑救装备，补助为扑救森林草原火灾开设防火隔离带，动用扑灭火队伍，租赁大型灭火装备，租用灭火所需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购
置租用扑救装备、物资设备以及用油、用电等费用支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我州根据各县2023年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情况和现行中央财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政策规定，经州应急管理局、州
财政局研究，并报请州人民政府批准，以大财资环〔2023〕119号文件《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
金（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的通知》将此资金中的90万元用于州本级采购扑火物资，剩余60万元下达12县
市，其中大理市4万元、漾濞县5万元、祥云县5万元、宾川县5万元、弥渡县6万元、南涧县5万元、巍山县6万
元、永平县4万元、云龙县6万元、洱源县6万元、剑川县4万元、鹤庆县4万元。上级下达我州2023年中央自然
灾害救灾资金（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州本级90万元采购率100%，下达12个县市的60万元下拨率和使用率
为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消防高压高扬程水泵-背负式 >= 12 台/套 13台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消防高压水带 >= 11500 米 11500米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水囊 >= 12 个 12个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阻燃服 >= 120 套 200套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衡

风力灭火机 >=

平衡

12 台/套 12台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动力喷水灭火机 >= 12 台/套 12台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物资验收合格率

      
      
      

      

>= 95 %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时限 <= 30 天 30天 7.00 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森林火灾受害率 <= 0.9 ‰ 0.000081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维护生态平衡 = 有效维护生态平 % 有效维护生态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6.39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39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楚雄州）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7.37

款

150.00

150.00

执行率

73.65

73.6

110.48

110.48 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有效弥补了森林火灾救灾专项资金不足；为楚雄州森林防灭火工作提供保障；实现了楚雄州森林火灾早发现
、早控制的目的，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的目标。有效防范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2023年无因森林火
灾伤亡人员，2023年全州仅发生一般森林火灾1起

有效补充森林火灾救灾专项资金不足；为楚雄州森林防灭火工作提供保障；实现森林火灾早发现、早控制的目的，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的目标。有效防范重特大
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减少人员伤亡。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8.9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县市数量 = 10 个 10个 4.00 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急救援背包 >= 98 套 158套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灭火机（喷水、风力） >= 17 台/套 83套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阻燃服 >= 42 套 62套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消防救援服 >= 320 套 390套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作训服 >= 62 套 110套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定有序

高压水带 >= 2340 米 5530米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专项资金拨付率 = 100 % 1 4.00 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专项资金使用率

      
      
      

      

= 100 % 0.73 4.00

正在支付

2.92

中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物资验收合格率 >= 95 % 1 4.00 4.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30天内资金下达率 = 100 % 1 4.00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灾区社会正常秩序 = 灾区社会秩序稳 % 秩序稳定有序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6.29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0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丽江市）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3.70

款

100.00

100.00

37.00

37.00

37.00

37.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安全有效处置森林草原火灾，未发生人员伤亡，2023年全市森林草原火灾受害率为0.08‰，远远低于0.9‰做好充足的应急准备，不断提升火灾处置能力，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及时有效扑救森林火灾，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水泵数量 >= 2 台/套 2台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用专业扑火队伍扑救森林火灾运兵车数量 >= 1 辆 1辆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动用扑火队伍人数 >= 908

日签订合同

人 2507人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有效降低森林资源损失

购置扑火阻燃服 >=

救无人员伤亡，全市森林草原火灾受害率为0.08‰。

100 套 150人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视频调度系统 >= 1 套 1套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作训服 >= 50 套 50套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购置扑火装备、物资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采购工作完成时限 <= 45261 年-月-日 2023年12月18 7.00

因年底工作繁忙，无法及时召开局党委会议导致签订合同时间有所推

5.00

迟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降低森林资源损失 = 提高扑救效率， % 2023年火灾扑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林区群众满意度 >= 95 % 0.96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1.7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1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云南省2023年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设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由于中央财政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
，所以资金还未实际投入使用。

款

1,596.00

1,596.00

警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完成组织现状边坡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7座非煤露天矿山和现状总堆置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1座排土场的边坡安全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并将

年度
总体
目标

数据上传应急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监测平台，实时监控高风险非煤露天矿山安全状态，有效防控重大灾害风险。于2024年6月底前完成。

实际完成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现状边坡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7座非煤露天矿山和现状总堆置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1
座排土场的边坡安全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基本完成，系统联网项目目前已完成企业招标，按
计划于2024年6月底完成系统联网。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16.4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边坡监测预警系统数量 >= 28 套 24套 8.00

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于2024年6月底完

6.86

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视频监控系统数量 >= 28 套 24套 8.00

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于2024年6月底完

6.86

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企业系统接入率 >= 90 % 0.34 8.0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联网接入率不高，正在加紧推

2.72

进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企业系统使用效果 = 红橙黄蓝四级预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项目该项绩效现无法评

8.00

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验收通过率 = 100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项目该项绩效现无法评

9.00

估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进度完成率 = 100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项目该项绩效现无法评

9.00

估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年度正常生产作业天数 >= 330 天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项目该项绩效现无法评

10.00

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 提高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项目该项绩效现无法评

10.00

估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效能 = 提高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项目该项绩效现无法评

10.00

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95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所以项目该项绩效现无法评

10.00

估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16.44 差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2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尾矿库风险隐患治理项目省级配套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执行率分值

10.0

得分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备注

项目正在实施，尚未使用资金。

款

180.00

18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完成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现状地形图测绘，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
程岩土工程勘察，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安全现状评价，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及初步设
计报告编制，于2024年1月19日通过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组织的专家审查，并出具了专家审查意见，2月28日将

按照尾矿库闭库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卡房分公司卡房、元谋县凉山大水井铜矿选厂、元谋县大远矿业有限公司红坡铁矿选厂尾矿库
实施闭库销号治理，100%完成坝坡整治、改造排洪系统、覆土植被，隐患治理100%完成，通过建设，单项工程合格率达到100%，滩面植被率达到95%以上，按照要求
工期，100%及时完成工程建设及销号，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大于1.3，防渗渗滤液不外排，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安全隐患，社
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0%以上。 修改完善设计资料报送至省应急管理厅，目前正开展卡房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施工单位招投标工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5.2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程完成率 = 100 % 0.67 5.00

部分项目工程正招投标，督促加快推

3.35

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隐患治理率 = 100 % 0.67 5.00

部分项目工程正招投标，督促加快推

3.35

进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单项工程合格率 = 100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防洪设防标准 >= 500 年 ≥500年一遇、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滩面植被率 >= 95 % 0.67 5.00

部分项目工程正招投标，督促加快推

3.52

进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防洪设防标准 >= 200 年 ≥200年一遇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周期 <= 1.5 年 1.5年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销号时间 <= 1.5 年 1.5年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周期

          

<=

      
      
      

      

1 年 1年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销号时间空 <= 1 年 1年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坝体抗滑稳定性系数K = 1.3 K 1.3K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防渗效果 = 渗滤液不外排 0 渗滤液不外排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85.22

自评等级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3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应急使命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5,437.69

分值

10.04,459.26 0 82.01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8.20

款

5,437.69 4,459.26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82.01

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决 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坚持 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坚持问题导向、任务牵引，汲取借鉴“8 ·3”鲁 甸、“9 ·5”泸定和“2 ·6”土耳其等重特大地震灾害
应急救援经验 教训，选择预判地震高风险区构设演习环境，突出先期处置、组织 指挥、救援协同、区域联动等内容，实战检验国家和地方应急指挥 体系、应急预
案体系、应急联动机制以及各类应急力量综合救援能 力建设情况，充分展示新时代应急管理领域改革发展成效，积极探 索建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应急使命·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于5月16日在丽江市顺利举办。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以实际身份参加了指挥演习，在观摩综合演习后，给予了“非常成功，没有
瑕疵”的高度评价。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演习数量 = 1 次 1次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演习设施设备故障率 <= 98 % 0 30.00 30.00

效益指标
全面检视地震风险区应急准备工作，实战检验抗大震救大灾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完善灵
敏高效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动提升重点地区抗御大震能力

社会效益
。

= 全面提升 % 全面提升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演习人员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8.2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4表

金额单位：万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编制单位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项目资金（万

年初预算

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分值 得分 备注

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10.0
0

款

1,071.13

1,071.13

执行率

93.1
8

93.1

998.13

998.13
8

1,102.13

1,100.00

2.13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9.32

实际完成情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况

1.根据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结合《“十四五”矿山安全生产规划》《云南省“十四五”安全生产规划》，2023年拟通过购买专家技术服务检查非煤矿山100座，
其中年度监督检查30座，安全生产条件检查70座，出具成果报告100份，确保采购服务机构资质符合要求，按合同约定时限完成检查工作，成果报告质量达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促进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尾矿数量减少，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风险意识。
2.为落实国家、省级要求，深入开展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2023年按计划完成检查指导服务企业（园区）117户，其中：对12户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
治理重点企业开展治理任务完成“回头看”和检查指导服务，60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和登记信息核查，5家化工园区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指导
，20户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消地联合专项检查督导工作，20户烟花爆竹生产和经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抽查检查；检查工作按计划时间开展并按时完成
，形成成果文件验收通过率达100%，根据检查发现问题，进行督促整改，问题整改完成率达100%。
3.组织专家协助省应急管理厅对50户重点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三级动态巡查，弥补应急管理部门专业技术能力不足，并通过四级动态预警的方式督促企业及时
进行预警响应和解除预警等相关工作；督促被巡查钢铁、铝加工、粉尘涉爆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消除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了解掌握近三年内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的重点工贸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安全管理工作改善情况，不断强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减少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促
进企业本质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及时完成50户重点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三级动态巡查工作，按标准出具巡查成果文件4份，被巡查企业安全风险预警响应及时，较
大以上事故得到有效扼制。
4.在全省范围内，以40座（户）矿山及工贸企业按照每户检查复查各1次的标准开展检查，达到从严从实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患，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提高全社会安全保障能力的总目标，检查（核查） 结果公开率达100%，企业隐患整改率不
低于90%，同时检查对象服务满意度达到90%。
5.按计划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事故调查、专业能力提升、设立云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等其他相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分析矿山、道路运输等10个重点行业领域43类重大隐患、
34类重点问题，明确企业20项、部门21项、党委政府17项重点工作任务。党委主要负责人带头开展“过筛
子”式排查，各级政府负责同志现场督导检查4051次，部门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5014次，组织开展督导检
查5430次。帮扶指导重点企业6.8万家（次），推动企业自查发现重大隐患2293项、整改1882项。抽查检
查企业25万余家，发现重大隐患4059项、整改3260项。开展行政处罚2.8万余次，实施“一案双罚”347次
，移送司法机关172人、责令停产整顿企业1017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9532家，约谈通报有关地
区及部门877次。国务院安委会督查反馈的127项问题隐患，已整改126项，剩余1项力争在年内完成整改。
2023年1-11月份，全省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837起、死亡921人、受伤326人，同比分别减少183起、141
人、63人，下降17.94%、13.28%、16.2%。其中，较大事故20起、死亡75人，同比分别增加3起、8人，上
升17.65%、11.94%；连续48个月未接报重大及以上事故。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分值

90.0

度量单位

0

得分

85.30

1.00

0.3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

2.0

统计调查处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调查评估经费已申请收回

0

统计调查处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调查评估经费已申请收回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统计调查处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调查评估经费已申请收回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

统计调查处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调查评估经费已申请收回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影响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企业数

成果资料份数

执法检查非煤矿山和工贸企业的数量

组织培训期数

年度监督检查数

应奖覆盖率

检查指导服务企业（园区）户数

化工园区（含化工相对集中区）和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风险功能区区域监控完成率

在线巡查指导完成率

系统升级工作完成率

定级通过率

被巡查企业安全风险预警响应率

评估报告内容完整性

成果验收通过率

参训率

全省三级应急综合执法队伍轮训考核通过率

全省三级应急综合执法队伍新入职人员培训通过率

采购机构资质达标率

警示标志设置覆盖率

举报奖励标准符合性

20户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企业完成及时率

重点工贸企业巡查任务完成及时率

巡查成果报告提交及时率

挂牌督办事故督查评估工作完成及时率

企业隐患整改及时率

培训任务完成及时性

年度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条件检查

举报奖励金发放及时性

标准化定级工作完成及时率

较大以上事故发生增长率

调查结果公开率

检查（核查） 结果公开率

企业隐患整改率

尾矿数量减少情况

评审结果公示、公告率

事故查处率

定级工作企业事故减少率

问题整改完成率

系统故障时长

企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度建立

企业建立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建立

被巡查企业满意度

检查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训人员满意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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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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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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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15

40

4

30

100

117

100

100

100

80

90

100

100

90

9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2

及时

及时

30

100

0

100

100

90

减少

100

增加

0

100

7

100

100

90

90

90

85

户

份

户

期

座

%

户

%

%

%

%

%

%

%

%

%

%

%

%

%

%

%

%

%

%

月

是/否

是/否

工作日

%

%

%

%

%

是/否

%

%

%

%

天

%

%

%

%

%

%

20

66份

87户

4期

30座

1

125户

1

1

1

1

1

0

1

0.9

0.9

1

1

1

1

1

1

1

0

1

4个月

及时

及时

及时

1

0

0

1

0.9

是

1

增加

0

1

0天

1

1

0.9

0.9

0.9

0.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

总分

分 总
值

得
分

100.
00

自评等级

94.6
2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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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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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米

日

-日

6月开展 展

5月12日开展 开展

月4日开展 12月4日开展

升

市

进

市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实施单位

编制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万

公开45表
金额单位：万元

备

元）

注

应急管理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

分值

10.00

政

公顷 /10万公顷

执行率

94.81

94.78

全年预算数

5,288.43

5,263.45

24.9

15,564.68

15,520.04

44.64 8

全年执行数

5,013.79

4,988.81

24.98
100.00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得分

9.48

实际完成情况

1.提升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效率，有力地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完成省人民政府下达的森林草原火灾防控预期成效。2023年通过租用9
直升机进驻云南执行巡护、灭火任务，租赁飞机天数达到计划天数，租赁飞机飞行时长达到保底飞行时间，确保一旦发生森林草原火灾，能实施森林消防队伍和
灭火飞机全省跨区域调动参与灭火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全面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最终达到飞机参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与地面救援人员协同扑救火灾，执行地面人员不能到达区域的扑救任务，为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供力量支撑，
参与灭火的火灾均扑灭，保护云南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活财产安全，提高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能力，使用部门满意度达95%及以上，年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9‰以内。
2.发挥气象防灾减灾救灾的部门作用，提升灾害风险预警能力，完善信息共享和服务机制，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互联互通。达到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气象服
务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服务，进一步提升灾害风险预警能力，不断提高我省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总目标。
3.提高我省应急管理信息化管理服务保障能力，及时发现和处理相关软硬件故障，保证会议系统及应用系统所需线路的正常使用，保障我省应急管理相关信息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特别是省应急厅应急指挥调度、风险监测预警等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为省应急厅做好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的处置提供信息技
术支持，系统等保测评及密码测评覆盖率达100%，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系统运行维护次数不少于12次，视频会议系统及设备正常使用率不低于98%等。
4.按计划开展应急演练、物资储备保障、应急救援服务、业务能力提升、宣传及先进表彰等应急管理工作。

出台山丘区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工作指导意见，以“四化”（会商调度常态化、预报预警精准化、叫醒叫
应扁平化、转移避险精细化）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持续提升防汛救灾能力。省
防办执行指挥长轮流进驻，厅、处两级领导“双带班”和多部门联合值班，汛期累计会商调度州市1081次
、县市区3325次、乡镇街道1447次。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专题服务信息51862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209次，组织干部下沉1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4.38万人次，成功应对17轮（主汛期14轮）强降雨过程
，全省因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口较去年同期减少33.3%，防汛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建立八方联席
议、火险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完善火灾信息报送、联合会商研判等9项机制，建成森林草原防火短信服
平台，各地全面执行防火期多部门联合值班、联合办公。2023年度防期，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33起，取得
火灾起数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第2少的成绩。建立重特大地震灾害“123”快速响应机制，制定川滇渝
防震救灾省际联动工作机制，抗震救灾调查评估、应急处置制度机制日趋完善。组织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参
加中组部应急管理研讨班，对全省市县乡村2万余名领导干部进行培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防范应对地震
害的领导力、执行力、决策力。高效应对处置保山市隆阳区5.2级地震、德宏州芒市5.0级地震，全力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秩序。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牵头开展实施100余个应用项目，形成
批具有地域特点和行业特点的普查应用成果。督促指导各地开展地震应急演练1万余次，成功举办“应急
命·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开展高海拔原始林区、高危火险区、高温干
热河谷地区森林火灾扑救联合实战演练和“安澜·2023”防汛综合演练，实现自然村防汛转移避险演练全
覆盖。建成连接56家省直单位、州县两级党委政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分值

90.0

度量单位

0

0.9537 0.30

0.7523 0.50

3次 0.30

960平方 0.30

42套 0.30

0.3023 0.30

因故取消3期

根据实际制作制作云南、丽江社会经济文化暖场片和云南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展示片

9

3

125个

1

0.30

0.30

0.30

0.30

1250部 0.30

1698套 0.30

203条

1

0.30

0.30

1200册 0.30

因故取消3个培训班

2次

1个

50条

110条

50次

1次

3次

2篇

1期

2期

37次

1

165期

1

0

1

1

1

1

1

1

1

1

0.87

0.95

1

1

1

1

1

0.82

1

1

1

0.5

1

0.95

0.01

1

1

1

1

1

45199

0.75

1

1

1

1

及

项目实施仅完成系统等保，密评还没有完成。预计在2024年8月31
前完成。

时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按时开 1.00

5月12日 1.00

2023年 1.00

0

0起

0起

1

0

0次

0次

1

2.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有效提 1.00

16个州 1.00

有效促 1.00

0.9 1.00

16个州 1.00

0.9

提升

0.95

3级

提升

0次

0

1

0.91

16个

0.9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600人次 1.00

0.00022 1.00

1 1.00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

0.13次 1.00

0.033‰ 1.00

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执飞任务完成率

租机天数完成率

应急演练次数

仓库租用面积

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购买数量

专项资金检查现场抽查地区比例

组织培训期数

地震应急演习宣传片制作数量

气象站实况监测数

系统建设任务完成率

卫星电话缴费数

视频会议终端部署

网络线路租用

系统密码安全测评整改完成率

《云南减灾年鉴》发行数量

例行新闻发布举行次数

工作汇报片制作数量

云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视频播出应急宣传条数

“应急尝常识365”音频制作数

应急管理公益宣传片在云南新闻联播前播放次数

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次数

宣传活动开展次数

《中国应急管理报》刊发深度报道篇数

《云南日报》防汛抗旱责任人公告

《云南日报》刊发深度报道期数

《新华网》应急管理工作成效推广次数

应急安全文化宣教体验馆建设完成率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公众号信息推送期数

设施设备完好率

应急演练安全事故发生率

储备物资覆盖率

防灭火物资储存保障率

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配发对象合规率

档案管理规范性

案卷评查报告验收通过率

评查人员资格合规率

绩效评价发现问题整改率

委托业务合同签订合规性

参训率

培训人员合格率

演习场景搭建合格率

气象预警信息发布频次相符性

信息系统阶段性验收合格率

演练部门覆盖率

专家论证（评审）通过率

卫星电话保通率

项目测试、验收合格率

设备故障维护完成率

视频会议系统及设备正常使用率

系统等保测评及密码测评覆盖率

质检合格率

发布稿件（短视频）原创率

发布稿件（宣传信息）错漏率

应急安全文化宣教体验馆验收通过率

执飞任务完成及时性

应急演练活动开展及时率

仓库租用及时率

案卷评查报告出具及时性

绩效评价报告出具及时性

培训任务完成及时率

气象监测预警分析季报提供及时率

气象监测预警年度气候公报提交及时率

阶段性建设任务完成及时率

事件响应及时率

《云南减灾年鉴》印刷及时率

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及时性

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日活动开展及时性

法制宣传日活动开展及时性

森林防火灭火安全事故发生率

重大执法风纪惩处事件发生次数

重大安全事故及纠纷发生次数

成果反馈率

案卷评查错误下降率

检查企业重大事故发生次数

抽查项目专项资金重大违规、违纪事件发生次数

应急管理干部业务能力水平提升

地震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提升

宣传推广率

高效协同机制

提升灾害风险预警能力

在线监测、实现信息共享

提升水旱灾害工作效率

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

应急演练内容知晓率

导则使用单位级次

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信息系统被侵入次数

重大网络事故发生率

表彰结果公示、公告率

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提升情况

《云南减灾年鉴》分发州市数量

宣传内容知晓率

每期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阅读量

云南广播电视台播出视频收视率

参与完成森林草原火灾扑灭率

森林火灾次数

森林火灾受害率

受益对象和服务单位满意度

被监督检查单位满意度

参训人员满意度

演习人员对演习的满意程度

系统使用单位满意度

省应急厅对导则编制和预案修订的满意率

参会人员满意度

《云南减灾年鉴》用户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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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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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1.00

1.00

2.00 0

总分值

100.
总分

0

总得分

98.4
0

9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自评等级

优

。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艘、列）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6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全年预算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2023年航空应急救援服务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10.00

款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数

1,100.00

1,100.0

1,100.00

1,100.00 0

执行率

100.00

100.00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在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林草局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国家补助我省
10547万元（应拨12031万元，清算扣回2021-2022年资金1484万元，实际下达10547万元），按照租机计划租
用9架大型直升飞机（1架M-26直升机、2架K-32直升机、5架M-171直升机、1架H-125直升机），布局在保山站
、丽江站、普洱站，江川基地、大理基地和蒙自基地，开展航空应急救援及应急演练工作。2023年有效应对
60年来最严峻形势，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33起，取得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少成绩，为有效遏制重特大森
林火灾发生，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9.3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布防飞机数量 >= 11 万辆（架、 11架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飞机飞行时长 >= 1444 小时 1342.01小时 6.00

因部分标段流标，招标时间延长，导致部分机型进驻时间缩短，飞行
时长未完成

5.58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 >= 80 % 0.9537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布局计划完成率 >= 95 % 0.9091 6.00

因市场机型不足，请示应急部将普洱站机型K-32调整为M171

5.74

。

产出指标

定有序

质量指标 森林火灾受害率

稳定有序

<= 0.9 ‰ 0.033‰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跨省调机任务完成情况 = 是 % 是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航空消防补助资金执行率 >= 95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航空消防补助资金下达后1个月内资金执行率 >= 95 % 1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 <= 2 小时 1小时 6.00 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灾区社会秩序 = 灾区社会秩序稳 % 灾区社会秩序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降低火灾对森林、草原的破坏，保护森林草原资源 = 有效保护 % 有效保护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满意度 >= 90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9.32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7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370兆应急指挥集群无线通信网络试点建设项目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300.00

分值

10.0295.80 0 98.60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9.86

款

300.00 295.80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98.60

金

预期目标

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开展370MHz应急指挥窄带无线通信网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云南作为6个试点省份之一，开展370MHz窄带通信网应用试点建设。云南
省370MHz应急指挥窄带无线通信网前期已完成了PDT系统部署，本次公网集群PoC系统建设完成后，实现370兆窄带专网和公网“公专融合”，形成纵向贯穿省、州

年度
总体
目标

（

，82.66%认为370兆POC终端可以有效提升应急指挥通信能力。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已完成建设。该项目共采购了2970台370兆窄带POC公网终端、30台370兆窄带POC公网终端（防爆型）。设
备全部到货，经过开箱检验、加电测试，设备全部验收合格，已分发到相关单位。项目建设完成后，进一步完

善市）、县（区）、乡（镇）各指挥层级、横向联通各协作单位、能连通灾害事故现场的语音指挥“一张网”，进一步完善日常调度、灾害事故救援任务中的通信保障 了日常调度、灾害事故救援任务中的通信保障，能在公网覆盖区域高效开展指挥调度。
，在公网覆盖区域高效开展指挥调度。预计购置公网终端部署>=2800部。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网终端部署 >= 2800 部 3000部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测试、验收合格率 = 100 % 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 100 % 1 20.00 20.00

效益指标
进一步完善日常调度、灾害事故救援任务中的通信保障，在公网覆盖区域高效开展指挥
调度

社会效益
。

= 有效提升 是/否 通过问卷调查 30.00

通过问卷调查，82.66%认为370兆POC终端可以有效提升应急指挥通信能
力

30.0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用户满意度 >= 90 % 0.904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9.8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8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应急使命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补助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42.00 39.50 10.00 94.05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9.41

款

42.00 39.50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94.05

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决 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应急使命·2023”高山峡谷地区地震灾害空地一体化联合救援演习于5月16日在丽江市顺利举办。中共中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坚持 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坚持问题导向、任务牵引，汲取借鉴“8 ·3”鲁 甸、“9 ·5”泸定和“2 ·6”土耳其等重特大地震灾害
应急救援经验 教训，选择预判地震高风险区构设演习环境，突出先期处置、组织 指挥、救援协同、区域联动等内容，实战检验国家和地方应急指挥 体系、应急预
案体系、应急联动机制以及各类应急力量综合救援能 力建设情况，充分展示新时代应急管理领域改革发展成效，积极探 索建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以实际身份参加了指挥演习，在观摩综合演习后，给予了“非常成功，没有
瑕疵”的高度评价。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演习数量 = 1 次 1次 50.00 50.00

效益指标
全面检视地震风险区应急准备工作，实战检验抗大震救大灾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完善灵
敏高效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动提升重点地区抗御大震能力

社会效益
。

= 全面提升 % 全面提升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演习人员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100.00

自评等级

99.4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9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第一批省级电子政务（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应急一张图功能拓展项目）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9.98

款

199.50

199.50

执行率

99.80

99.8

199.10

199.10 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应急一张图本地化应用构建、应急一张图本地部署、对现有数据融合汇聚共享，增加语音调度、视频调
度、现场调度、会议会商等调度功能，满足省、州（市）、县（区）应急系统及有关部门灾害事故应急辅助
指挥决策。并通过服务对接等形式实现与部级应急指挥一张图的数据互通和服务共享。
该项目已于2023年2月15日进场实施，2023年12月14日完成验收，项目验收通过率100%。系统用户量约1428人
，系统日活跃率约为6%，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提升应急指挥全域感知能力，为灾情分析和力量部署提供支撑服

为严格对标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框架（2018-2022年）》，落实 《云南省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建设任务，通过完成应急一张图本地
化应用构建、应急一张图本地部署、对现有数据融合汇聚共享，增加语音调度、视频调度、现场调度、会议会商等调度功能，满足省、州（市）、县（区）应急系
统及有关部门灾害事故应急辅助指挥决策。并通过服务对接等形式实现与部级应急指挥一张图的数据互通和服务共享，保障项目开、完工及时率，项目建设内容相
符，建设过程规范，项目验收通过率达100%，严格控制项目投资成本，项目建设完成后保障系统正常运行，系统用户量不少于938人，系统目活跃率不低于5%，通过
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增强综合防实減实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9.8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急一张图本地化运用构建完成率 = 100 % 1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急一张图本地部署完成率 = 100 % 1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据融合完成率 = 100 % 1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内容相符性 = 100 % 1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通过率 = 100 %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年度建设目标完成率 = 100 % 1 7.00 7.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年度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支付率 = 100 % 1 6.00 6.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控制有效性

      
      
      

      

<= 458 万元 449.1万元 6.00 5.8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系统故障率 <= 5 % 0.0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系统用户量 >= 938 人 1428人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 5 年 5年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0 % 0.9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99.86

自评等级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0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经费政策评估，提升专项经费使用效益，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19年至2023年防灾减灾救灾专项经费政策评估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20.00 17.50 10.00 87.50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8.75

款

20.00 17.50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87.50

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19年至2023年防灾减灾救灾专项经费政策评估项目在2023年度内完成，形成专项经费政策评估报告1份，防
灾减灾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专项经费使用部门满意度93%，均已完成年初设定的目标

2019年至2022年，省级财政共安排防灾减灾专项资金49372.1万元用于实施救灾物资储备、应急救援能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信息化、地震监测站网升级改造等项目
，进一步提升了全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专项资金设立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到期自动退出。确需延期的，依规重新履行专项资金设立
程序申报审批。当前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基础仍然薄弱，防灾减灾救灾领域亟需加大投入，为全面提升我省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进一步巩固提升我省防大灾
、救大灾能力，急需继续设立防灾减灾专项资金，统筹用于综合防灾减灾救灾项目建设，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抵御和应对灾害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做好此项工作，需按规定组织开展防灾减灾专项资金政策评估工作，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开展防灾减灾专项资金政策评估工作，形成防灾减灾救灾
专项经费政策评估报告。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形成专项经费政策评估报告 = 1 份 1份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 1 项 通过开展专项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专项经费使用部门满意度 >= 90 % 0.92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100.00

自评等级

98.75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1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分值

10.0

得分

0

2023年省级扑救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物资储备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备注

项目结转2024年实施，目前正在开展前期
准备工作。

款

280.00

280.00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为及时补充省级扑火物资储备，现根据省级扑火物资储备情况和我省扑救森林草原火灾实际需求，特需采购高火险时段扑救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物资，其中，
计划采购森林消防水泵75台、森林草原防火专用水带20000米等，通过森林草原火灾应急物资采购，保证采购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物资储备规模、种类达到国家相关
要求，满足扑救森林草原火灾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且灭火队伍满意度达到95%及以上

实际完成情

年度
总体
目标

况

。

项目结转2024年实施，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消防水泵 >= 75 台/套 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5.00

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草原防火专用水带 >= 20000 米 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5.00

施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

      
      
      

      

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0.00

施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采购物资交货时限 <= 合同约定时期 天 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0.00

施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防灭火物资保障率 = 100 % 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0.00

施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森林草原火灾受害率 <= 0.9 ‰ 0.000033 10.0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0.00

施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森林草原火灾当日扑灭率 >= 95 % 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0.00

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灭火队伍满意度 >= 90 % 0

项目结转2024年实

10.00

施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10.00 差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2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10.00

款

59.20

59.20

执行率

100.00

100.0

59.20

59.20 0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通过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的投入，布防飞机数量达到3架，人员配备相符性达到100%，飞机装备满足性达到100%，完成跨省调机任务，航空消防补助资金
执行率达到100%，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2小时，灾区社会秩序稳定有序，降低火灾对森林、草原的破坏，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受灾群众满意度达到90%

实际完成情

年度
总体
目标

况

。
因丽江“4·11“”森林火灾，我厅及时向应急部申请跨省调度直升机协助工作，共向四川省应急厅调度1架H-
125、2架K-MAX协助救火工作，成功扑灭大火，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和重要设施损毁，有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布防飞机数量 >= 3 辆 3架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稳定有序

人员配备相符性 =

稳定有序

100 % 1 8.00 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飞机装备满足性 = 100 % 1 8.00 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跨省调机任务完成情况 = 是 是/否 是 8.00 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航空消防补助资金执行率 = 100 % 1 8.00 8.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 <= 2 小时 1小时 8.00 8.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灾区社会秩序 = 灾区社会秩序应 是/否 灾区社会秩序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降低火灾对森林、草原的破坏，保护森林草原资源 = 有效保护 是/否 是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满意度 >= 90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3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2年招录定向选调生一次性工作生活补贴和2023年招录定向选调生租房补贴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10.00

款

5.00

5.00

执行率

100.00

100.0

5.00

5.00 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从吉林大学定向招录选调生1名杨学坤，于2023年8月按期转正，向其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5万元2022年计划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中定向招录1名选调生，根据规定发放一次性工作生活补助5万元。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2年招录定向选调生一次性工作生活补贴人数 = 1 人 1人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率 = 100 % 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率

      
      
      

      

= 100 %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办理定向选调生补贴发放数量准确率 = 100 % 1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反映数量 = 0 件 0件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招录单位满意度 >= 90 % 1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定向选调生满意度 >= 90 % 1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4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应急管理综合业务保障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6.90

款

75.00

75.00

75.00

75.00

51.71

51.71

68.95

68.9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1.保障云南省应急管理系统先进表彰活动、安全工程高级职称评审等各项会议顺利及时召开，按要求及计划时间完成2023年度地震应急演习。
2.保障防灾减灾救灾与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支持部门正常履职，参会人员满意度不低于85%，单位人员满意度不低于90%。
3.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确保2023年应急管理保障经费使用合法、合规、有效及时

实际完成情

年度
总体
目标

况

。

召开了云南省应急管理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完成评定安全工程高级职称工作，配合应急部完成2023年度地质演
习工作。保障了厅机关的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云南省应急管理系统先进表彰活动次数 = 1 次 1次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安全工程高级职称评审次数 = 1 次 1次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费用报销合规率

      
      
      

      

= 100 % 1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是/否 是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表彰结果公示、公告率 = 100 % 1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会人员满意度 >= 85 % 0.9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0.95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6.9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5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2023年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系统接入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分值

10.0

得分

0

备注

由于中央财政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
，所以资金还未实际投入使用。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64.00

364.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完成组织现状边坡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7座非煤露天矿山和现状总堆置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1座排土场的边坡安全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联网，实时
监控高风险非煤露天矿山安全状态，有效防控重大灾害风险。于2024年6月底前完成

年度
总体
目标

。

实际完成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现状边坡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7座非煤露天矿山和现状总堆置高度达150米及以上的11
座排土场的边坡安全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基本完成，系统联网项目目前已完成企业招标，按
计划于2024年6月底完成系统联网。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2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边坡监测预警系统企业接入数量 >= 28 套 24 15.0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

13.00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视频监控系统企业接入数量 >= 28 套 24 15.0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

13.0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验收通过率 = 100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暂无法评估相关数
值

10.00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进度完成率 = 100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暂无法评估相关数
值

10.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系统正常运转天数 >= 350 天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暂无法评估相关数
值

10.0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矿山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 提高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暂无法评估相关数
值

10.00

。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效能 = 提高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暂无法评估相关数
值

10.0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95 % 0

中央资金于2023年12月13日下拨，项目未建设完成，暂无法评估相关数
值

10.00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26.00 差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6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补助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财政部2023年12月27日下达资金，恰逢财
政年终决算封账，预算批复2024年1月底
才下达，计划于3月底全部完成支付。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547.00

10,547.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目标1:推进森林草原航空消防救援能力建设，按照租机方案及时开展租用工作，规范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和工作流程，开展综合性森林航空护林演练，提升
应急能力。
目标2:及时发现并处置火灾，协调跨省调机任务，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有效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灾害损失，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创
造良好的环境

年度
总体
目标

。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在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林草局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国家补助我省
10547万元（应拨12031万元，清算扣回2021-2022年资金1484万元，实际下达10547万元），按照租机计划租
用9架大型直升飞机（1架M-26直升机、2架K-32直升机、5架M-171直升机、1架H-125直升机），布局在保山站
、丽江站、普洱站，江川基地、大理基地和蒙自基地，开展航空应急救援及应急演练工作。2023年有效应对
60年来最严峻形势，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33起，取得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少成绩，为有效遏制重特大森
林火灾发生，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7.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布防飞机数量 >= 11 辆 11架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飞机飞行时长 >= 1444 小时 1342.01小时 7.00

因部分标段流标，招标时间延长，导致部分机型进驻时间缩短，飞行
时长未完成

6.5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 >= 80 % 0.9537 7.00 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布局计划完成率 >= 95 % 0.9091 7.00

因市场机型不足，请示应急部将普洱站机型K-32调整为M171

6.7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稳定有序

森林火灾受害率 <= 0.9 ‰ 0.000033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跨省调机任务完成情况 = 完成 0 完成 5.00 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航空消防补助资金执行率 >= 95 % 0

财政部2023年12月27日下达资金，恰逢财政年终决算封账，预算批复
2024年1月底才下达，计划于3月底全部完成支付

1.0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航空消防补助资金下达后1个月内资金执行率 >= 30 % 0

财政部2023年12月27日下达资金，恰逢财政年终决算封账，预算批复
2024年1月底才下达，计划于3月底全部完成支付

1.00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 <= 2 小时 2小时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灾区社会在秩序 = 稳定有序 0 灾区社会秩序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降低火灾对森林、草原的破坏，保护森林草原资源 = 有效保护 0 有效保护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灾群众满意度 >= 90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87.20

自评等级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7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应急救援中心及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中央基建（省应急厅基层安全生产监管能力补短板）资

金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年初预算数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0.02

款

3,520.00

3,520.00

执行率

0.22

0.2

7.80

7.80 2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实际开展了可研报告编制、监理服务机构采购，执法记录仪、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多功能气体检
测仪、直读式粉尘检测仪、手持式危险液体安全检测仪、便携式远距离烟花爆竹探测仪6种设备的公开招标采
购工作。2023年12月21日发布招标公告，2024年1月15日评审确定中标单位，招标金额1713.604万元，中标价
格1232.1293万元，结余资金481.4747万元。打印机、投影仪2024年3月19日挂出招标公告，2024年4月9日开
标，笔记本电脑已经和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签订采购委托协议，即将挂网招标

按照《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配备标准（试行）》（应急〔2021〕9号）配备 执法保障、执法过程、测量侦检、个体防护等4类通用装备和矿山、危险化学品、
工贸监管等3类专用装备，但不包括执法保障装备中的制式服装和执法车辆。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33.4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项目数量 = 1 项 1项 6.00 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 100 % 0 6.00

产出指

第一批已招标采购的6种执法装备未完成供货，其余3种未开标，不具
备验收条件。

标 数量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 80 % 0.3548 6.00

项目已经完成6种装备的招标工作，现处于设备供货阶段，设备预计
2024年4月初到货。对项目实施时间要求理解不透。项目投资计划下达
实施时间为两年。实施过程中，片面地理解为项目只要在2024年底前
完成即可，没有深入考虑今年实施进度问题，导致在前期工作推进中
时间上抓得不紧

2.70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 80 % 0.494 6.00

打印机、投影仪2024年3月19日挂出招标公告，2024年4月9日开标。笔
记本电脑的采购计划编报2024年3月26完成和集采中心委托协议签订，
待确定招标文件

3.70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开工率 = 100 % 1 6.00 6.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 0

第一批已招标采购的6种执法装备未完成供货，其余3种未开标，不具
备验收条件

5.0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 0 % 0

          

项目正在实施，暂无法估

5.00

算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投资计划转发用时 <= 10 工作日 0

项目正在实施，暂无法估

5.00

算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 0 % 0

项目正在实施，暂无法估

5.00

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 提升 0 0

项目正在实施，暂无法估

15.00

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符合可研批复要求 = 符合 0 符合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装备配发对象使用满意度 >= 90 % 0

项目正在实施，暂无法估

10.00

算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33.42

自评等级

差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8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云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10.00

款

150.00

150.00

执行率

100.00

100.0

150.00

150.00 0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标

通过举报奖励的设立，有效提高群众举报事故隐患、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事故查处力度，对查实应奖人员应奖尽奖，规范使用奖励金，提高事故查处
率

年度
总体
目标

。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实际支出10起违法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瞒报事故等举报行为进行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共支出150万
元。

内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奖覆盖率 = 100 %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举报奖励标准合规率 = 100 %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举报奖励对象合规率

      
      
      

      

= 100 % 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举报奖励金发放及时性 >= 60 工作日 均在60工作日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事故查处率 > 上年 % 大于上年查处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举报积极性 = 有效提高 0 有效提高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举报人员满意度 >= 95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59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省级防汛应急保障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10.00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6.21

款

50.00

50.00

31.05

31.05

62.10

62.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今年汛期我省旱涝急转特征非常明显，强降水天气过程连续发生，多地洪涝、地质灾害频发重发。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 省防指、省防办联合值班值守、叫应、调度和抢险救灾指导等工作保障.
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组织开展防汛减灾救灾工作，积极应对多轮强降雨，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力保障了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面对严峻的汛情灾情，国家防总、珠江流域防总、水利部分别对云南省汛情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减灾救灾工作，省委书记王宁、省长王
予波多次作出批示、召开会议，超前谋划并组织指导防汛减灾救灾工作。为支持各地做好防汛响应联动、提前转移避险、应急抢险救灾等各项减灾救灾工作，省政府
安排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用于补助各地保障转移避险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响应联动各项工作措施、应急抢险救灾装备物资保障和省防指、省防办联合值班值
守、叫应、调度和抢险救灾指导等工作保障，确保今年全省度汛安全，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防汛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汛值班（值守）天数 >= 184 天 197天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挥部运转 = 正常运转 % 正常运转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值班人员满意度 >= 90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

值 总得分

100.00

自评等级

96.21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60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得分分值

10.0

备注

0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第一批森林火灾救灾补助）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3.03

款

300.00

300.00

执行率

30.31

30.3

90.92

90.92 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及时补充省级扑火物资储备，现根据省级扑火物资储备情况和我省扑救森林草原火灾实际需求，特需采购高火险时段扑救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物资，其中，
计划采购森林消防水泵79台、森林防火专用水带23600米，通过森林草原火灾应急物资采购，保证采购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物资储备规模、种类达到国家相关要求，
满足扑救森林草原火灾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且灭火队伍满意度达到95%及以上。

结合实际需求，按照预算进行公开招标，于2023年12月11日完成采购，采购金额为181.832万元。共计采购森
林消防水泵75台、森林防火专用水带22500米、软体水囊51个、背负式电动灭火水枪64台。保证了采购的森林
草原火灾应急物资储备规模、种类达到国家相关要求，满足扑救森林草原火灾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且灭火队伍满意度达到了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5.1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消防水泵 >= 75

时期交货

台/套 75台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防火专用水带 >= 22500 米 22500米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软体水囊 >= 51 个 51个 7.00 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背负式电动灭火水枪 >= 64 台/套 64台 7.00 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 1 8.00 8.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购物资交货时限 <= 合同约定时期 年-月-日 按照合同约定 7.00 7.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采购金额

          

<=

      
      
      

      

300 万元 90.92万元 7.00 2.1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防灭火物资保障率 = 100 %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保持森林火灾受害率 <= 0.9 ‰ 0.000033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保持草原火灾受害率 <= 2 ‰ 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灭火队伍满意度 >= 95 %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分

0

总得分

88.15

自评等级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61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队伍骨干集训专项资金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 备注分值

10.0104.50 0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8.60

款

121.50

91.77

29.7

86.01

81.48

3

74.77

29.73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

100.00

金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省森 2023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省应急管理厅（省森防指办公室）、省林草局、省森林消防总队联合举办3期全省
防指部署要求，全面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队伍业务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联合省应急厅、省林草局、省森林消防总队，采取依托专业培训机构、军事化封闭式管 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队伍骨干集训。集训为期21天，涵盖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共计445
理的方式，组织开展三批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队伍骨干集训，为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名
专业扑火队骨干参训。通过集训，参训学员完成在灭火理论上从“能听懂”到“会讲解”的能力升级，在灭火
技能上从“能打火”到“善打火”的战力升级，在灭火实战上从“能配合”到“重协同”的合力升级，为坚决
打赢新一轮森林草原防灭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打下了坚实基础。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9.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设课程门数 >= 6 门 22门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培训期数

      
      
      

      

= 3 期 3期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参加总人数 >= 450 人次 445人次 10.00

部分报名人员因临时有事参加不了，下一步将完善参训管理制度，确保
足员参训

9.9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人员合格率 >= 95 % 1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能力 = 提升 % 有效提升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训人员满意度 >= 95 % 0.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8.5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62表

金额单位：万编制单位：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云南省安全生产评价检测中心清算工作专项经费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云南省安全生产评价检测中心

年初预算

项目资金（万元）

数

实施单位

全年执行全年预算数 数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11.66 11.66

分值

10.03.88 0 33.28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

3.33

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11.66 11.66 3.88 33.28

预期目

年度
总体
目标

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云南省安全生产评价检测中心（以下简称评价中心）进行清算撤销，对云南云维化工精制有限公司应付未付评价中心款项进行追索，完成资产清点评估工作，形成 对云南省安全生产评价检测中心（以下简称评价中心）进行清算撤销，对云南云维化工精制有限公司应付未
资产评估报告，做好税务、社保、银行账户、法人证书的注销工作。
1、出具成果文件1份，具体为资产评估报告。
2、通过严格遵守国有资产评估程序和有关制度，做好资产划转、接收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资产流失率≤10%。
3、确保清算工作按时完成。

付
评价中心款项进行追索，完成资产清点评估工作，形成资产评估报告，做好税务、社保、银行账户、法人证书
的注销工作。
1、出具成果文件1份，具体为资产评估报告。
2、通过严格遵守国有资产评估程序和有关制度，做好资产划转、接收工作，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清算工作完成80%，剩余20%预计于2024年完成。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指标指标性质 值 度量单位

90.00 87.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资产评估

      
      
      

      

= 1 份 1份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成果文件可用性 = 可用 % 可用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清算工作完成及时性 = 100 % 0.8 5.00

应付未付追索已完成，正在办理税务注销工

2.50

作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国有资产流失率 <= 10 % 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0.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值

100.0

总得

总分

分

0

自评等级

90.8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