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史志专
项工作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2023 年度，市委史志室被列入市重点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项目为史志专项工作经费项目。本年度

项目财政总投资为 89.5 万元，全部为市级财政资金，总体

支出为 87.224 万元，顺利完成年度史志编纂、宣传工作目

标任务，展示六安市情精华及史志成果，充分发挥史志部门

“存史、资政、育人”的职能作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该项目总体目标为开展《六安党

史三卷》资料征集、系统内三卷编写业务指导培训与研讨交

流；完成《六安红色地标》《红色斑竹园》《六安年鉴》》（2023

年）编印出版任务；开展全市乡镇村志书编写督导、指导和

交流研讨；开展庆祝重大党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纪念系列活动

和学术研讨活动，六安、上海两地红色渊源挖掘研究与学术

共建交流等；拓展与六安籍老首长、老红军和历史名人及其

后代联系工作；深度挖掘大别山革命精神内涵、总结提炼；

加强对党史教育基地的保护利用指导，重大展览审核，重大

革命题材、历史作品的审核把关；保管、利用好史志档案资

料，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阶段性目标包括产出

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服



务对象满意度。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3 年度史志专项工作经费项目，

包含编印 3 本史志书籍，开展 4 场史志宣传教育纪念、宣传

活动，督导、指导全市 27 部乡镇村志书，开展 1 次史志档

案工作基础建设及管护，发表 8 篇对口合作研究成果数量，

开展六安市第十四个“党员干部党史教育日活动”，评定第

四批六安市“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12 家，持续开展红色

文化“七进”活动，开展宣讲 30 余场次，赠阅史志书籍 5000

余册。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通过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的形式反映，内容完

整、权重合理、数据真实、结果客观。评价工作和结果依法

自觉接受审计监督。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

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结果作为编制预算、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

据，市委史志室高度重视项目评价结果，安排专人负责绩效

评价工作，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规范的程序，对财政

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的

测量、分析和评判，切实加强评价结果的整理、分析。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综合评价得分 99.75 分，评价等级优。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史志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036-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实施单位 036001-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

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9.5 89.5 87.224 10 97.46% 9.75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89.5 89.5 87.224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的实施，开展《六安党史三卷》资料征集、

系统内三卷编写业务指导培训与研讨交流，编印

《改革开放时期六安党史专题资料文集》，征集整

理《改革开放时期六安重要文献汇编》；完成《六

安红色地标》《红色斑竹园》《六安年鉴》》（2023

年）编印出版任务；启动《六安小康志》《六安扶

贫志》资料征集和编写；开展全市乡镇村志书编写

督导、指导和交流研讨；开展庆祝重大党史事件和

重要人物纪念系列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六安、上

海两地红色渊源挖掘研究与学术共建交流等；拓展

与六安籍老首长、老红军和历史名人及其后代联系

工作；深度挖掘大别山革命精神内涵、总结提炼；

加强对党史教育基地的保护利用指导，重大展览审

核，重大革命题材、历史作品的审核把关；保管、

利用号史志档案资料，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

作用。

1.《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六安历史（第三卷）》（1978-2012

年）编纂完成 19 万字初稿，进度 38%。编印了《六安市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专题资料文集》，

征集整理并电子化部分六安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重要文献资料。2.《六安年鉴（2023）》顺

利编纂出版，累计 100 万字。首获全省科研成果评选一等

奖。3.完成《六安红色地标》《红色斑竹园》编纂任务。

4.乡镇志工作编纂完成乡镇村志书初稿 15 部、出版发行

12 部，数量位居全省第一。5.积极参与纪念商南、六霍起

义胜利 94 周年活动等重要纪念活动。6.搭建沪六红色文

化宣传平台，撰写 8篇文章在上海刊发。7.与安徽大学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展六安红色文化研究。8.审读把

关《苏家埠战役史料集萃》等书籍作品展陈。9.开展第十

四个“党员干部党史教育日活动”。10.评定第四批“党

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12 家。11.持续开展红色文化“七

进”活动。开展宣讲 30 余场次，赠阅史志书籍 5000 余册。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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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

指标

(50

分)

史志书籍编印、出版种类 ≥3 本 3 5 5

史志书籍印刷量
≥7000

册
7000 2.5 2.5

专题资料印刷量
≥3000

册
3000 2.5 2.5

史志宣传教育纪念、宣传活动次

数
≥1 场 4 2.5 2.5

对口合作研究成果数量
≥1篇/

册
8 2.5 2.5

督导、指导全市乡镇村志书数量 ≥20 部 27 3.5 3.5

史志档案工作基础建设及管护

次数
≥1 次 1 1 1

史志书籍送审合格率 ＝97% 100 3.5 3.5

专题资料征集完整度 ≥97% 100 2 2

印刷品合格率 ＝100% 100 2.5 2.5



纪念、宣传活动参与度（率） ≥98% 100 3.5 3.5

史志档案归档率 ≥95% 98 1 1

乡镇村志书合格率 ≥95% 100 2.5 2.5

重要纪念、史志宣传教育活动完

成时间

＝3天/

场
8 2.5 2.5

史志书籍编撰印刷出版完成时

限
≤11 月 11 5 5

《六安党史三卷》专题资料印刷

费成本

≤40 元

/本
40 2 2

《六安年鉴 2023》印刷费成本
≤125

元/本
125 2 2

《六安红色地标》印刷费成本
≤25 元

/本
25 2 2

史志书籍资料购置费成本
≤50 元

/本
50 2 2

效益

指标

(30

分)

史志成果惠及单位
≥200

家
220 15 15

史志档案使用年限 ≥30 年 30 15 15

0

0

0

满意

度指

标

(10

分)

社会对史志工作满意度 ≥95% 100 10 10

总分 100 99.75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2023 年，市委史志室在市委正确领导和省委党史研究院

（省地方志研究院）大力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聚焦“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主责主业，顺

利完成了年初既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认真制定全市史

志工作五年规划，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扎

实推进《六安党史三卷》基本著作编写，完成《战天斗地淠



史杭》干部教育读本和《六安红色地标》《红色斑竹园》等

系列红色普及读物编纂。持续推进全市乡镇志、名村志编纂

全覆盖工作，编纂出版《六安年鉴（2023）》。加强与上海对

口合作，与安徽大学建立科研合作机制。六安史志系统共有

19 项科研成果获得表彰，位居全省党史地方志系统前列。

具体成果如下：一是《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六安历史（第

三卷）》（1978-2012 年）编写完成 19 万字初稿，县区党史三

卷初稿完成率达 66.67%；二是完成《六安红色地标》《红色

斑竹园》编纂任务；三是《六安年鉴（2023）》顺利编纂出

版，累计 100 万字。首获全省史志系统科研成果评选一等奖；

四是乡镇志工作编纂完成乡镇村志书初稿 15 部、出版发行

12 部，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五是编印《六安市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专题资料文集》（上下册），收

集整理了六安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部

分重要文献资料；六是积极参与纪念商南（立夏节）起义、

六霍起义胜利 94 周年活动等重要纪念活动；七是搭建沪六

两地红色文化宣传平台，撰写 8 篇文章在上海刊发；八是与

安徽大学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展六安红色文化研究；

九是审读把关《苏家埠战役史料集萃》等书籍作品展陈；十

是开展六安市第十四个“党员干部党史教育日活动”；十一

是评定第四批六安市“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12 家；十二

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七进”活动，开展宣讲 30 余场次，

赠阅史志书籍 5000 余册。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党史编研成果丰硕。扎实推进《六

安党史三卷》基本著作编写。调整领导小组，制定编写工作

方案，调整充实编写人员，定期研讨交流推进。组织全市党

史三卷编写业务培训 2场次，邀请中央、省级专家对全市 30

余名编撰者进行全面培训；加大督导力度，先后赴 4县 3区

开展专题调研指导推动。精心推出系列红色普及读物。编写

《六安红色地标》。精选全市综合性红色地标、重要人物旧

居、纪念馆（园）、烈士纪念设施等 100 处，深入挖掘背后

的革命故事。编写《红色斑竹园》，助力乡村振兴，挖掘结

对镇村红色资源、传承革命薪火。

二是坚持久久为功，志鉴编纂提质扩面。持续推进乡镇

志、名村志编纂全覆盖工作。推动县区加快书稿评议后成书

节奏，指导落后县区提升初稿编纂质效。先后深入 4县 3区

30个乡镇、村、社区面对面、手把手现场指导志书编纂。2023

年全市完成乡镇村志书初稿 15部，出版发行 12部。组织推

荐 5部志书申报安徽省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六安市乡镇志、

名村志编纂工作在全省独树一帜。聚力打造六安精品年鉴，

举办全市年鉴编纂业务培训，邀请省级专家为 160余名业务

骨干授课。赴省内先进地区开展“点对点”经验交流学习。常

态化开展市县区年鉴编纂互议互评互鉴互促活动，凝聚精品

年鉴创建共识。坚持质量为上，建立健全“4+3+3”年鉴编纂

模式，形成多方把关、层层发力的编审校管控机制。

三是坚持多点发力，史志宣教有声有势。开展第十四个

“党员干部党史教育日活动”。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前往红色



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累计近万人

次参加活动。评定第四批“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联合

市委组织部评定第四批“六安市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

地”12家。持续开展红色文化“七进”活动。组织六安史志

系统红色宣讲团成员，分赴机关、企业、军营、学校、社区、

村镇、场馆等，开展红色文化宣讲 30 余场次，向社会各界

赠阅史志书籍 5000余册。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开展绩效工作的意识不够高。业务科室对绩效工作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对绩效管理工作参与不够，存在重资金申

报、轻绩效评价现象。

2.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部分绩效指标设置方面存在

较为模糊、难以量化、与实际有差距等问题，不能充分反映

项目的绩效全貌。

3.预算执行进度不够及时。由于单位业务性质，项目经

费大额支出多集中在四季度，与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序时进

度要求存在时间上的错位现象。

七、有关建议

1.提高绩效管理意识。加强绩效管理学习培训，进一步

提高业务科室的绩效意识。进一步完善绩效自评结果的反馈

和运用机制，将自评结果作为申报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

据，对执行不力的科室的预算要进行相应削减，切实发挥绩

效自评工作的应有作用。



2.提升绩效编制水平。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

原则，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申报的必要条件，倒逼各业务科

室增强绩效意识，提高申报质量。同时，结合自评发现的指

标问题，逐一优化指标设置，加快推进绩效指标体系建设。

3.强化资金执行效率。严格按照财政部门预算执行进度

的相关要求，督促各业务科室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跟进

预算执行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全面完成单位年初

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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