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番禺区民政局 2021 年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本部门内设机构 5 个，分别是：办公室、社会福利救济

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社会组织管理科、社会事

务和区划地名科（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下属单位 6 个，

分别是：广州市番禺区救助管理中心（参公）、广州市番禺区社

会福利院（公益一类）、广州市番禺区社区建设指导中心（公益

一类）、广州市番禺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公益一类）、广州市番

禺区殡仪馆（公益二类）和广州市番禺区祥和永久陵园（公益二

类）。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区民政局坚持“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

念，围绕明职责、勇担当、补短板、强监管，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践行为群众办实事，为民政出新出彩、兜牢民生之底，

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

责，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是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提升有关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有关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加强全区社会组织建设。本部门全年预算安排 32077.54万元，

执行 28115.58万元，预算完成率 87.64%。

（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2021 年，本部门继续按照统筹兼顾、厉行节约、讲求绩

效、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了部门预算，全年支出基本做到了

按预算执行。按照“谁支出、谁自评”原则，绩效自评工作

由资金使用单位、科室具体实施，填写《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表》。《项目自评表》主要反映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各项产出、

效益指标的完成情况，总分为 100 分，由项目预算执行和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构成。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2021 年度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数为 93 分。其

中管理效能绩效自评 43 分，履职效能绩效自评 50 分。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绩效目标：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城

乡低保人数做到应保尽保，城乡低保标准稳步提升，特困人员

供养标准达到城乡低保1.6倍，资金发放及时率达100%。

2.绩效目标：儿童福利保障。绩效完成情况：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全省最低标准，应保

尽保，农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达 90%。

3.绩效目标：养老服务。绩效完成情况：长者长寿保健

金发放及时率达 100%，有需求的居家养老服务率达 100%，

颐康中心建设完成率 100%，居家养老床位建设 1509 张。



4.绩效目标：基层建设与社区治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社区（村）社工服

务站覆盖率 100%，利用村（居）民议事厅，解决城乡协商问

题 4807 个。发放 801 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薪酬待遇。

5.绩效目标：社会事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城

中村”地名命名，开展行政界线联检，规范地名命名；推进

婚姻家庭辅导项目，劝和率（含暂缓离婚）超过 35%；举办

首次无人认领骨灰公益海葬活动，持续推行自然人身后事

“一站式”联办服务。

6.绩效目标：民间组织管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资助

（奖励）社会组织及项目共 50 个，扶持率达 6%；评为 5A

等级社会组织 20 家，市品牌社会组织 5 家；开展社会组织

抽查监督、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检查行动。

7.绩效目标：流浪乞讨救助。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符合

收治条件流浪乞讨人员收治率 100%；求助受理及时率 100%；

安置人员护理配备人数达 96 人。

（三）各重点任务项目支出完成情况分析

无

（四）主要工作成效

1.有力服务保障困难群众

一是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有序衔接救助群体保障金提标

和发放工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 1120 元/月/人，

实现低保业务“全城通办”，发放各类救助资金 2553.13 万

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申请“全省通办”

“跨省通办”，两项补贴发放 2887.24 万元。



二是老年人福利和养老服务方面。第一，推进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全区建有各类养老机构 21 家，区级、镇街

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17 个，日间托老机构 17 个，星光

老年之家 92 个，农村老年人活动站点 177 个，长者饭堂 140

个服务覆盖 275 个村居，全力打造“十分钟”养老服务产业

圈。实现长者长寿保健金“智慧发放”共 4389.06 万元，政

府资助 5000 多名老年人享受“平安通”智慧养老服务。第

二，聚力抓实养老服务优化提升，建成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颐康中心）16 个，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1509 张。

三是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成立区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志

愿宣讲团，出台全市首个区级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实施方案

以保障涉案未成年人诉讼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地有声。

开展“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明天计划”及困境儿童

圆梦微心愿等专项活动，发放各类助学资金 40 多万元，成

功为 1 名在区社会福利院抚育 14 年的儿童与父母团聚。全

区现有留守儿童 1 名、困境儿童 1209 名，按照 2637 元/人/

月的标准发放有关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240 万元。

四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方面。推动救助

安置服务提质增效，开展救助机构“云开放日”等活动，提

高社会知晓度，成功核实 81 名受助人员身份并协助其返乡，

其中与家人失散最久的已有 13 年。

2.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一是扎实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第一，高质量完成村（社

区）“两委”及配套组织换届工作，推行村委会成员选举报



名制度，推动参选人员集中开展政治和纪律承诺仪式，275

个村（社区）顺利产生新一届“两委”成员 1764 人，各项

指标均超过省、市的目标要求。第二，健全村务公开民主管

理巡查机制，按照不少于 20%比例随机抽检。配强村务监督

委员会队伍，把村务监督委员会推选事项纳入换届工作同部

署、同落实，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全部由党员担任。第

三，落实决策民主见实效，搭建城乡社区协商议事平台，利

用村（居）民议事厅，有效推动党政工作要事、民生改善实

事、社区治理难事、群众反映急事可“商量着办”，提升基

层治理多元参与。解决城乡协商问题 4807 个。

二是深化探索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第一，推动“五

社联动”工作走深走实。制定工作方案,大力提升社区、社

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社区基金参与社区工

作、协同发展的能力水平。第二，以社区基金“微创投”为

载体，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精准对接服务，资助 168 个项目

635.09 万元，成为慈善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创新

之举。第三，着力深化探索社工服务供给创新，落实“广州

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16 个镇街社会工作服务

站、275 个村居服务点统一挂牌，实现全区社区（村）社工

服务全覆盖，助力搭建有人文温度的困难群众社会支持网络。

第四，配强和规范社区专职人员队伍，出台社区专职工作人

员职业发展体系实施方案，完善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聘用、薪

酬及晋升发展机制，充实基层工作力量，推进社区精细化管

理。番禺“五社联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入选“全国市域社

会治理创新优秀案例”。



三是创新党组织领导下城乡社区平战结合“群众动员”

体系建设。制定实施方案，按照管理科学要求划分层级，搭

建“村（社区）—村民小组（居民苑区）—村民代表（楼栋）

—户代表—全体群众的五级“群众动员”体系，各层级每名

负责人负责联系 10 至 20 名动员对象，形成纵深到底、责任

落实到人的工作架构，确保信息传达反馈精准。

四是在全市各区率先启动“慈善之区”创建，以“慈善

之区 幸福番禺”为主题，出台创建“慈善之区”工作方案，

明确目标和方向，不断探索“慈善+”新举措，持续深化拓

展“番禺慈善健康行”内涵及覆盖广度和深度，推出“慈善

+保险”救助模式，启动试点探索建立食品需求快捷对接捐

赠体系，推动实现慈善资源和力量社会效益最大化，开创基

层社区治理“协同善治”新篇章。举办“同一蓝天 共同幸

福”——百名老区孩子看番禺活动，搭建番禺本地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与革命老区互助共享合作发展桥梁。“番禺区慈善

健康行”被评为 2021 广东十佳网络公益项目。

3.多举措实现社会组织赋能提升

一是赋效能提等级。以社会组织培训、等级评估推进社

会组织信用建设，打造品牌社会组织，有效提升服务能力。

目前在册社会组织法人 813 家，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1956 家。

评为 5A 等级社会组织 20 家，市品牌社会组织 5 家。二是搭

平台强发展。配强扶持政策，出台《广州市番禺区社会组织

培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合资格社会组织按规定给

予扶持。本年度资助（奖励）社会组织及项目共 50 个。三

是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管工作。开展社会组织抽查监督、行



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检查行动、社会服务机构专项整治行

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净化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环境。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2 家、劝散和引

导规范登记 4 家。

4.规范专项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

一是大力推进地名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完成“城中

村”道路命名、“无图形”补图工作，完成年度区级、镇街

级行政界线联检，依法开展联合检查、专项检查，全面摸排

掌握标准地名使用情况，规范标准地名使用。

二是推动乡风乡俗改革。举办“夫慈妇善·兴家百年”

第二届金婚盛典，传递幸福婚姻家庭正能量；实施“爱·家·圆”

婚姻家庭辅导项目，劝和率（含暂缓离婚）超过 35%。

三是保障逝有所安。举办首次无人认领骨灰公益海葬活

动，持续推行自然人身后事“一站式”联办服务，强化殡葬

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安葬（放）设施违规建设经营整治

工作，全力做好清明、重阳期间各大祭扫场所疫情防控和安

全保障工作，进一步推广绿色文明殡葬新风尚。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疫情原因，养老配餐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镇街长

者饭堂停止供餐服务达几个月。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责令相关单位整改，结涉及疫情、装修等客观原因落暂

时不能在供餐点供餐的，应通过协调邻近长者饭堂供餐、送

餐上门等服务，保障老年人就餐需求。




	广州市番禺区民政局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