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州志办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目  录 

 

第一部分  部门（单位）概括 

一、 部门职责 

二、 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本单位）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八、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九、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十、 政府采购支岀情况说明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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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单位）概括 

（一） 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地方志工作条例》 

（2）组织指导监督检查本辖区地方志工作； 

（3）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制定业务规范； 

（4）组织编纂州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5）收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整理旧志，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 

（6）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推广地方志成果。 

（二） 机构设置 

（1）、州志办内设 5 个职能科室，分别人秘科、编辑室、资料室、年鉴科、县（市）指导科。 

（2）、州志办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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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表二：收入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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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表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表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表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岀决算表 

表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表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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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 年度收入总计 3414419.49 元，支出总计 3537818.11 元，与 2020 年决算数相比，收

入减少 1230680.51 元，减少 36%，支出减少 1345681.89 元，减少 38%。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压

缩经费，严格执行八项规定。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 年度收入合计 3414419.49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414419.49 元，占 10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 年度支出合计 3537818.11 元，其中：基本支出 3316144.49 元，占 93.73%；项目支

出 221673.62元，占 6.27%。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3414419.49 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1230680.51 元，减少 36%。

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压缩经费，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583084.49元，增长 17.08%。



 

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增资、年中追加安排专项经费支出预算 100000元等。 

本单位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3537818.11元，较上年决算数支出减少 1345681.89元，减少 38%。

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压缩经费，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706483.11元，增长 19.97%。

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增资、年中追加安排专项经费支出预算 100000 元等。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030148.28 元，占本年支出的 85.65%，较上年决算数减

少 1375623.97 元，减少 45.4%。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压缩经费，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较年初预

算数增加 681486.28 元，增长 22.5%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增资、年中追加安排专项经费支出预算 100000

元等。 

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30148.28 元，占 100%,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681486.28 元，增长 22.5%主要原

因：是政策性增资、年中追加安排专项经费支出预算 100000 元等。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 年度一般公共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314419.49 元。其中：人员经费 2329402.54 元，

较上年增加 101242.8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政策性增资。人员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等。公用经费 405875.56 元，较上年增加 27937.11 元，主要原因是人

员变动、物价上涨等。公用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劳务费、差旅费、邮电费、手续费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本部门（本单位）“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为 20000 元，支出决算数为 0 元，较年初

预算数减少 20000 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财政审计相关公务接待要求，较上年支出数减

少 781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财政审计相关公务接待要求。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本部门（本单位）因公出国（境）费用年初预算数为 0 元，支出决算数为 0 元，费用

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0 元，较上年支岀数增加 0 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为 0 元，支出决算数为 0 元,费用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0 元，较上年支岀数增加 0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年初预算数为 0 元，支出决算数为 0 元，费用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0

元，较上年支出数增加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为 0 元，支出决算数为 0 元，费用支出

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0 元，较上年支出数增加 0元。 

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为 20000元，支出决算数为 0 元，费用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0元，较上

年支出数减少 781 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财政审计相关公务接待要求。 

（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实物量情况 

2021年度本单位因公出国（境）共计 0个团组，0 人，；公务用车购置 0辆，公务车保有量为 0

辆；国内公务接待 0 批次，0 人，其中：国内外事接待 0 批次，0 人；国（境）外公务接待 0 批次，

0 人。2021年度本部门（本单位）人均接待费 0元，车均购置费 0 元，车均维护费 0 元。 

八、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1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584700 元，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开支办公费。机关运行经费

较 2020年减少 1144200 元，降低 196%，主要原因是 2020年第二轮州志印刷。 



 

九、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其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辆、其

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支出合计 138320 元，其中：政府釆购货物支出 138320 元、政府采购工

程支出 0 元、政府釆购服务支出 0 元。主要用于釆购办公设备、办公家具。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本单位）2021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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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本单位）2021 年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临夏州州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我部门（我单位）组织实施了 2021 年度预算绩效

评价工作，共涉及资金 100000 元。具体情况：1：编纂《临夏回族自治州 2021 年鉴》。2：开

展《临夏州扶贫开发志》《临夏州全面小康建设志》资料收集及初稿编辑工作。3：开展县市地

方志工作指导，审读审核八县市 2021 卷年鉴。4：持续推荐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开展史志成果

宣传活动。5：指导乡镇村志编纂工作。 

（二）绩效自评结果 

二轮州志印刷出版后，我们把业务工作重心转移到临夏州年鉴、临夏州扶贫开发志、临夏

州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上，集中力量，全力攻坚，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一是全面启动了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工作。根据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关

于《扶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工作要求，加大向州委、州政府汇报请示力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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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下旬，州委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向全州各县市、州直及省属各单位下发了《关于印发

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方案的通知》。6 月 7日，州上召开临夏州扶贫开发志、

全面建设小康志编纂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州直及省属驻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市长，各县

市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等参加会议，州政府主要领导作动员讲话，州委副书记安排部署工作，

会议全面安排部署了州、县市“两志”编纂工作各项任务。会后，各县市相继召开两志编纂部

署会议，分解细化工作任务，州直各相关单位确定初稿编写人员、明确编纂工作任务，全面启

动了州、县市两志编纂工作。州志办按照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成立三个

督促指导小组，采取上门指导、电话督促、开展业务咨询服务等措施，与承担“两志”编纂任

务的各相关单位及时对接，督促各单位加快资料收集和初稿编写工作。10 月份以来，针对“两

志”资料收集进展不平衡，部门初稿编写质量不高的实际，班子成员带领相关科室人员对发改

委、乡村振兴局、教育局、卫健委、水务局、工信局、民政局、人社局、交通局等 11 个重点涉

农部门进行工作调研，面对面座谈交流、解疑释惑、业务指导，全力推进“两志”编纂工作。

截止 2021 年 12月 10 日，已收集资料 700 万字，占总任务的 65%，完成试写稿 18万字，占总任

务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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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如期实现综合年鉴编纂公开出版。2021 年初，我们积极向州政府分管领导汇报请示，

以州政府办公室文件向全州 128 个供稿单位印发了《关于报送<临夏回族自治州年鉴（2021）>

入鉴资料的通知》，明确工作任务和时限要求，全面启动年鉴编纂工作。同时按照年鉴编纂方

案，整合编辑力量，组建 3个编纂小组，对照任务分解表，不等不靠，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

及时与各供稿单位对接，针对有困难的单位主动上门指导，帮助解决初稿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加快编纂进度，完成了特载、大事记、州情概览及 128个单位初稿编辑审核任务。6月底完成了

征求意见稿，及时报送省志办审读，7 月中旬，向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编委会

各成员单位呈送征求意见稿，并多次召开审读意见讨论会议修改完善，8月中旬报送甘肃民族出

版社审核。因突发的疫情，编纂出版工作受到了影响，目前经出版社审定后已交付印刷。 

在做好临夏州 2021 卷年鉴编纂的同时，注重对县市年鉴工作的督促指导，及时掌握工作进

展，交流工作经验。3月初，结合省志办工作调研，州政府分管领导带领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

工作人员，对 8 县市综合年鉴、名镇名村志等编纂工作调研指导，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按

照中指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制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先后对 8 县市年鉴送审稿

进行了审核把关，从政治观点、框架结构、领属划分、体例文风、意识形态等方面提出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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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读意见，并督促修改完善。目前各县市年鉴均陆续印刷出版。  

三是稳步推进史志信息化建设。2021 年，通过州政府网站州志网页，更新首轮临夏州志大

事记、建置沿革、历史人物、自然资源、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社会生活、基础设施等 8 个方

面的内容约计 18 万字，关注点击率累计达 5000 多人次。依托甘肃史志信息平台，向省上报送

二轮《广河县志》《康乐县志》《东乡族自治县志》《临夏县志》《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

族自治县志》电子版以及州县市已公开出版年鉴电子版，实现地方志资源网络共享。今年，我

们积极汇报争取，整合现有办公资源，进一步加强地情资料室建设，扩大资料室面积，购置文

件柜，更新设备，整理陈列志书、年鉴、地情资料丛书等四大类 4500 余册，配备电脑、扫描仪、

打印机、复印件等电子资料处理设备，建立图书名册，免费对外开放。注重志书交流，与各省

内外史志办以志易志，相互交流，丰富库藏图书。配套建成多功能阅览室，接待阅览图书人员

约 200人（次），提升了服务社会的功能。 

四是注重史志成果转化运用。持续推进史志成果“六进”活动，向州委、州人大、州政府、

州政协新任领导呈送志书 30 余套、年鉴 30 余套，向州级各单位、县志办、学校、帮扶联系乡、

村等赠送二轮志书近 2000 多册，向基层社区书社赠送志书年鉴 10 套，向武警临夏支队赠送新



24 

编临夏州及 8县市志书、临夏回族自治州年鉴、临夏州史话丛书等书籍 50余册，扩大史志成果

的知晓率，让社会各界深入了解临夏的革命历史、建设历史、创业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发扬

临夏精神，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夏提供史志智慧和力量。 

五是有序推进乡(镇)志、村志编纂。在 2020 年全面启动乡镇村志编纂工作的基础上，定期

掌握工作动态，加强业务指导，交流工作经验，有序推进乡(镇)志、村志编纂工作。截止目前，

各县市确定的 1个乡镇志、1个村志，按计划稳步推进编纂工作，其中康乐县《景古镇志》已完

成初稿。 

（三） 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州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州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单位高

度重视，积极组织人员对单位 2021年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自评，并遵循“科学规范、公正

公开、分类管理、绩效相关”的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方法，对 2021度预算整体支

出绩效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2021年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为加强我单位资金管理，推进单位预算管理改革，

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在预算执行中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不断转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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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风、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扎实有效推进绩效评价工作，并认真对照绩效自评表各项指标

进行逐项核实，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绩效评价原则，

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确保数据真实有效，按时完成了 2021年各项绩

效评价工作任务，经自评结果为“良”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事业单位收

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

得的现金流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 的

收入，包括未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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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收回已核销的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

款项等。各单位从本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从非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

以及行政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反映在本项内。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

（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

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经营结余。 

七、结余分配：指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所得税、提取专用基金、转入事业基金等

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其中：人员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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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除“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外的其他

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

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 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

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 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 货

物和服务等的各项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

护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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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四、工资福利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

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十五、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

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 

十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十七、其他资本性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

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构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

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附件 1：2021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表（9张） 

附件 2：《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附件 3:  《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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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州志办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地方志工作条例》； 

（2）组织指导监督检查本辖区地方志工作； 

（3）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制定业务规范； 

（4）组织编纂州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5）收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整理旧志，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 

（6）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推广地方志成果。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 年末共有机构数是 1 户，参公预算单位为 1 户。人秘科、县（市）指导科、年鉴科、编辑

室、资料室 5个科室。 

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编制人数 21 人，实有 21 人,正县 1 人，副县 2 人，调研员 3 人，不定等次 1 人，正科 4 人，副

科 4 人，副主任科员 2 人，科员 1 人事业管理九级 1 人，高级工 1 人，中级工 1 人。2021 年退休 2

名调研员。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预算 2896974.42 元,2021年实际支 3404644.25 元。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年总收入为 3414419.49 元，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3414419.49 元。 

2021年全年总支出为 3404644.25 元，其中：基本支出 3404644.25元，项目支出拨款 0 元。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1）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2021 年总收入 3281245.63 元，其中：人员经费收入 2852238.69 元，占总收入的 87%；日常公用

经费收入 479007.94 元，占总收入的 13%。 

3．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分析。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年三公经费支出 0 元，其中：公务接待支出 0 元。2020 年公务接待 781，比上年支出减少

781 元，减少 100% 

（2）无会议费支出情况： 

（3）无培训费支出。 

（4）其他对部门（单位）影响较大的支出情况。 

无影响。 

（3）重点经济分类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违规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分析。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共一项，基本支出项收入 3281245.63 元，支出 3404644.25 元， 

5.非财政拨款收入分析。 

我单位无非财政拨款收入。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1．本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0 元，根据财政部门要求本年度年末财政无额度结余，各项财政拨

款全部支付到位无结余。 

（四）与预算支出相关的其他指标分析。 

无资产负债。 

（五）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州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州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单位高度重

视，积极组织人员对单位 2021 年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自评，并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



 

类管理、绩效相关”的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方法，对 2021 度预算整体支出绩效情况进

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2021 年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为加强我单位资金管理，推进单位预算管理改革，优化

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在预算执行中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不断转变工作作风、工

作方式、工作方法，扎实有效推进绩效评价工作，并认真对照绩效自评表各项指标进行逐项核实，运

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绩效评价原则，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

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确保数据真实有效，按时完成了 2021 年各项绩效评价工作任务，经自评结果

为“良” 

（六）当年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中存在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 

2021 年我单位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绩效考核指标难以建立客观且有效的科

学统计方法，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不同，导致统计数据与实际有偏差，改进措施进一步改进项目绩效评

价方法，建立健全项目目标的绩效考核标准，加强部分非量化的项目目标的绩效考核方法的完善。 

三、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一是全面启动了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工作。根据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关于《扶

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工作要求，加大向州委、州政府汇报请示力度，5月下旬，州委

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向全州各县市、州直及省属各单位下发了《关于印发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

小康建设志编纂方案的通知》。6月 7 日，州上召开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建设小康志编纂工作动

员部署会议，州直及省属驻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市长，各县市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等参加会议，

州政府主要领导作动员讲话，州委副书记安排部署工作，会议全面安排部署了州、县市“两志”编纂

工作各项任务。会后，各县市相继召开两志编纂部署会议，分解细化工作任务，州直各相关单位确定

初稿编写人员、明确编纂工作任务，全面启动了州、县市两志编纂工作。州志办按照省地方史志办公

室和州委州政府部署要求，成立三个督促指导小组，采取上门指导、电话督促、开展业务咨询服务等

措施，与承担“两志”编纂任务的各相关单位及时对接，督促各单位加快资料收集和初稿编写工作。

10 月份以来，针对“两志”资料收集进展不平衡，部门初稿编写质量不高的实际，班子成员带领相

关科室人员对发改委、乡村振兴局、教育局、卫健委、水务局、工信局、民政局、人社局、交通局等

11 个重点涉农部门进行工作调研，面对面座谈交流、解疑释惑、业务指导，全力推进“两志”编纂



 

工作。截止 12 月 10 日，已收集资料 700 万字，占总任务的 65%，完成试写稿 18 万字，占总任务的

20%。 

二是如期实现综合年鉴编纂公开出版。年初，积极向州政府分管领导汇报请示，以州政府办公室

文件向全州 128个供稿单位印发了《关于报送<临夏回族自治州年鉴（2021）>入鉴资料的通知》，明

确工作任务和时限要求，全面启动年鉴编纂工作。同时按照年鉴编纂方案，整合编辑力量，组建 3

个编纂小组，对照任务分解表，不等不靠，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及时与各供稿单位对接，针对有

困难的单位主动上门指导，帮助解决初稿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加快编纂进度，完成了特载、大事记、

州情概览及 128 个单位初稿编辑审核任务。6 月底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及时报送省志办审读，7 月中

旬，向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编委会各成员单位呈送征求意见稿，并多次召开审读意

见讨论会议修改完善，8月中旬报送甘肃民族出版社审核。因突发的疫情，编纂出版工作受到了影响，

目前经出版社审定后已交付印刷。 

在做好临夏州 2021 卷年鉴编纂的同时，注重对县市年鉴工作的督促指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展，

交流工作经验。3月初，结合省志办工作调研，州政府分管领导带领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



 

对 8 县市综合年鉴、名镇名村志等编纂工作调研指导，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按照中指组《关于地

方综合年鉴编制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先后对 8县市年鉴送审稿进行了审核把关，从政治

观点、框架结构、领属划分、体例文风、意识形态等方面提出并反馈了审读意见，督促修改完善。目

前各县市年鉴均陆续印刷出版。  

三是稳步推进史志信息化建设。今年，通过州政府网站州志网页，更新首轮临夏州志大事记、建

置沿革、历史人物、自然资源、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社会生活、基础设施等 8 个方面的内容约计

18 万字，关注点击率累计达 5000多人次。依托甘肃史志信息平台，向省上报送二轮《广河县志》《康

乐县志》《东乡族自治县志》《临夏县志》《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电子版以及州县

市已公开出版年鉴电子版，实现地方志资源网络共享。我们积极整合现有办公资源，进一步加强地情

资料室建设，扩大资料室面积，购置文件柜，更新设备，整理陈列志书、年鉴、地情资料丛书等四大

类 4500 余册，配备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等电子资料处理设备，建立图书名册，免费对外

开放。注重志书交流，与各省内外史志办以志易志，相互交流，丰富库藏图书。配套建成多功能阅览

室，接待阅览图书人员约 200人（次），提升了服务社会的功能。 



 

四、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 部门评价目的及依据  

理清单位职责，强化资金使用规范意识，提升资金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  

（二） 部门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通过各项绩效指标评价的结果，反映出单位整体支出、收入、执行及调整等事项安排合理、运行 

稳健，在工作成就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三） 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  

1、投入和管理指标总分 30 分，我单位自评 27 分；  

2、产出指标总分 30 分，我单位自评 29 分；  

3、效果指标总分 20 分，我单位自评 20 分；  

4、影响力指标总分 10 分，我单位自评 10 分；  

5、项目资金完成率 99%，我单位自评 9 分； 自评总分为 95 分。  

（四） 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自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明确了工作职责和

分工，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案。 

五、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2021 年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说明，我单位绩效管理情况较为理想，达到了年初设定的

各项绩效目标。  

（二）绩效分析  

所有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各 

项制度执行。  

六、主要经验做法  

由于绩效自评是一项开展不久的工作任务，项目支出运行实践经验欠缺，我单位相关制度建设还 

有待进一步加强，我单位会加强学习，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任务。  

七、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内控制度需进一步完善，随着资金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我单位内部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建立

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财务管理体制。  

（二）改进举措和建议  

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效

能，更好的履行单位职能。 

 

 

 

 

 

 

 



 

附件 3： 

 

2021 州志办修志经费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下，州地方史志办公

室集中力量攻坚两志编纂、年鉴编辑等重点工作，修志经费 10万元，后又追加志印刷经费 10 万元。

年鉴已送印刷厂进行印刷。 

二、项目绩效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下，州地方史志办公

室集中力量攻坚两志编纂、年鉴编辑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县市指导、史志宣传、乡(镇)志、村志编

纂等工作，各项工作按计划顺利推进。 



 

一是全面启动了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工作。根据全省《扶贫开发志》《全

面小康建设志》编纂工作要求，加大向州委、州政府汇报请示力度，2021 年 5月下旬，州委办公室、

州政府办公室向全州各县市、州直及省属各单位下发了《关于印发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

志编纂方案的通知》。6 月 7日，州上召开临夏州扶贫开发志、全面建设小康志编纂工作动员部署会

议，州直及省属驻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市长，各县市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等参加会议，州政府

主要领导作动员讲话，州委副书记安排部署工作，会议全面安排部署了州、县市“两志”编纂工作各

项任务。会后，各县市相继召开两志编纂部署会议，分解细化工作任务，州直各相关单位确定初稿编

写人员、明确编纂工作任务，全面启动了州、县市两志编纂工作。州志办成立三个督促指导小组，采

取上门指导、电话督促、开展业务咨询服务等措施，督促各单位加快资料收集和初稿编写工作，目前，

“两志”编纂工作已进入部门资料收集和初稿编写的冲刺完成阶段。 

 



 

二是完成《临夏回族自治州年鉴（2021）》组稿编纂任务。2021年初，积极汇报、请示州政府

分管领导，争取工作支持，州政府办公室向全州 128 个供稿单位印发了《关于报送<临夏回族自治州

年鉴（2021）>入鉴资料的通知》，明确工作任务和时限要求，启动年鉴编纂工作。目前，已完成征

求意见稿，并报省志办审读已反馈了审读意见，正在向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已

确定了印刷企业和出版社，待综合各方面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印刷。同时，

加大对八县市年鉴编辑工作的指导力度，已完成 8 县市年鉴的审读审查，并反馈了审读意见。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年鉴出版印刷经费不足；二是《扶贫开发志》《全面小康建设志》编纂中各供稿单位资料报

送和初稿编辑工作进展不平衡；三是成立“两志”编辑部，办公用房紧张，编纂力量薄弱，需从相关

单位抽调人员。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思路，强化工作措施，优化工作力量，抓重点、抓进度、保质量，

在州直各相关单位报送两志部门初稿的基础上，加强业务指导和审核，进一步提高部门初稿质量，开



 

展两志资料长编、初稿编写，积极向州委组织部申请人员借调、向州机关事务局协调解决办公用房。

加快年鉴修改完善进度，尽快出版印刷《临夏回族自治州年鉴（2021）》。同时，抓好其它各项业务

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顺利推进。 

 

 

 

 

临夏州地方史志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