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军队离退休干部集体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军队离退休干
部古美休养所

具体实施处（科室） 服务管理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043,45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064,970.00
预算执行数（元） 1,020,561.24 预算执行率（%） 97.81%

项目年度总目标

    根据中央、市有关军休安置政策的要求，做好军休服务管理工作，使军休干部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确立以“真心为军
休，满意在古美”的实践主题，以“创新亮点，提升服务” 为载体，“以军休干部为本”、
“军休干部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为目标，融入到员工队伍建设之中，力求做实、做细

、做精、做新。在落实军休干部政治、生活待遇中，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双退办的一系
列安置、服务保障政策，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使军休干部的生活待遇和医疗保障
能即时落实到位，确保军休干部生活稳定无忧。

自评时间 2020/3/17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根据国发[1984]171号《关于做好移交地方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管理工作的报
告》军队离退休干部移交地方后“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的精
神。干休所的经费来源以中央财政为主、以地方财政为配套（军队退休干部集体经
费，包含共享费、医疗费、活动费、福利费、节日补贴费、退休师
职干部医疗费）。由于受到了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经费得以充足保障，且经费使用
严格按照财社〔2005〕52号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军队移交政府离退休人员安置经费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政府会计制度、财务规则、内部控制规范的标准执行。

主要问题

   （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我所军休干部平均年龄为85岁，由于他们年岁越来
越高，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听觉和视觉都有明显下降；有的下肢瘫痪，行动不便，
甚至有的常年卧床不起；年老病多，发病率高，因病住院的也比较多。针对这一现
象，每年组织军休干部体检是军休干部所期盼和所需要的。 （二）分散
居住军休干部日益增多。随着军休干部年龄增大，很多军休干部搬出所外，居住到子
女处；或者由于腿脚不便置换电梯房搬出干休所所在小区。居住的分散，为干休所管
理工作，如通信联络、组织开展活动、了解干休所情况、提供日常服务等，带来了诸
多不便。对散居军休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走访、发放学习资料需要较长的时间，组织开
会往往半数以上的同志参加不了，组织活动较为困难。再加上我所军休干部因年龄逐
年增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现有人员中，年龄与健康情况也是参差不齐，如开展
外出参观活动中，对于年老体弱的老干部我们只能安排近距离甚至本市范围内活动，
而相对年轻、身体状况尚可的老干部，他们则希望所里能开展远途参观。因此，在安
排军休干部活动中，也较难取得一个平衡点。



改进措施

    我所针对军休干部高龄期、高发病期的实际情况，适时提出了“规范服务管理”
、“方便日常生活、促进健康长寿、力求幸福快乐”的服务工作目标和要求，为我们
搞好服务明确了方向。 “规范服务管理” 即在原有的定岗定则，建章立制的基础
上，提出量化工作目标、考核标准和创新的激励机制，明确服务管理内涵，明确责任
人，提高服务和管理效率，避免头发胡子一把抓，出力不讨好和“保姆式”服务的 
现象。 “方便日常生活”，就是在服务工作中要求做到，不管军休干部日常生活中
遇到什么实际问题，只要是政策范围内允许的，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够做到的，都要竭
尽全力去帮助解决。为此，全体工作人员，牢记全心全意为军休干部服务的宗旨，树
立军休干部事无小事的思想，无论大事小事、份内份外的事情，都积极主动地去做。 
“促进健康长寿”，就是以促进军休干部延年益寿为目标，全力做好医疗保健和医疗
保障工作。坚持定期组织军休干部体检，经常搞些家庭巡诊，每年组织医疗保健知识
讲座，对需住院的军休干部及时组织协调共建单位住院就医。 “力求幸福快乐”，
就是在优化服务态度、丰富文化娱乐活动、改善休养环境上下功夫，使广大军休干部
保持愉悦的心情，快乐的安度晚年。努力从接待、称呼等方面入手优化服务态度，按
照“起立、问好、让座、办事、送客”五部曲接待到所办事的军休干部；规范使用“
您好、请坐、有事请讲、别客气、再见”等文明用语。遇见军休干部主动打招呼问
好，并根据年龄差别、场合等情况，选择恰当的称呼，使他们感到热情、和蔼、可亲
。 联系社区资源进所服务，延伸服务领域，发挥军休干部的自身优势和利用所内资
源为社区提供服务，实现双赢和互补，如鼓励军休干部主动到社区接受家政、医疗、
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同时邀请社区群众和相关组织到干休所休闲参观、文体比
赛、座谈联欢、对口服务等，以便军休干部逐步将干休所当成自己的“家”的同时，
亦把所在社区当成自己的一个大“家”，常来常往。大力开展资源共享、思想共育、
机制共创等携手创建活动，活跃文化氛围，提高生活质量，扩大社会影响。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
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制度和规

定，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
范和安全。

6 6

绩效目标合理
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
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

观实际，绩效目标与预算

是否匹配。

8 8

项目设立的规
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
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投入与管理
（36分）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和执行的
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

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

情况，以及反映和考核项
目实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
有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业务管理规定，是否

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

取了必需的措施。

4 4

产出目标
（34分）

军休干部满意
人数

项目实施后，军休干部对

项目满意的人数
12 12

财政投入乘数 财政对此项目投入的比率 12 12

信息传递速度

项目经费是否发放到军休
干部卡中，及时告知军休

干部到账日期；项目经费

使用过程中，全程有军休

干部参与、监督，账目清
楚，宣传项 目经费相关

文件精神，让全体军休干

部都知晓，要求宣传及时

到位。

10 8

效果目标
（15分）

军休干部满意
程度

项目经费实施，军休干部

是否满意，满意度是否达
到预期的效果

15 15

影响力目标
（15分）

政策知晓度 4 4

信息共享时效
性

4 3

立项依据的充
分性

3 3

绩效目标的合
理性

4 4

合计 100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