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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永平县应急管理局正式成立于 2019 年 3 月，属县人民政府工

作部门。根据中共永平县委办公室 永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永平县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

（永办发〔2019〕35 号）精神，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对县属各部

门的职能职责进行了规范。永平县应急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完成

组织编制全县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指导全县各级各部门应对突

发事件工作；逐步建立全县灾情报告系统并统一发布灾情，统筹

应急力量建设和物资储备，组织灾害救助体系建设，承担县级应

对重大灾害应急救援的统筹协调和调度指挥有关工作；指导火灾、

水旱灾害、地质灾害等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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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预算批复及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县应急管理局预算（经调整后）总收入 425.59 万元，

2021 年部门收入预算总额 441.2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41.22 万元。县应急管理局 2021 年度实际支出 425.59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329.06 万元，项目支出 96.53 万元。

（三）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及完成情况

本年度重点项目为永平县政策性农房地震保险专项经费，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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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政策性农房自然灾害保险专项经费两个项目。主要完成情况：

一是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

纪要》（第48期）、大理州政策性农房保险，县应急管理局已

在2021年8月完成农房地震保险下达指标70万元汇缴。二是根

据大理州政策性农房保险，县应急管理局已在2021年8月完成

农房自然灾害保险下达指标22.50万元汇缴。

二、绩效评价结论

县应急管理局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 81.68

分，评价等级为“良”。县应急管理局根据部门“三定”方案

确定了主要职责及年度工作任务；预算管理基本规范，基本支出

预算保障了部门年度工作的正常开展，资产使用基本规范；基本

实现了本年目标任务，社会效益方面也得到了一定体现。但存在

部分项目未达预期目标，三公经费较上年增长，公用经费超年初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资产管理不完善，会计基础工作待

加强等问题亟待解决。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监管力度

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力度，组织各部门和乡镇对重点行业领域

开展全面的督导检查，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加

强隐患排查力度、狠抓整改，坚决防范和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的发生。

（二）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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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开展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备案审查工作，督促企

业建立应急救援兼职队伍，认真开展培训，督促乡镇、部门、企

业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未达预期目标

一是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未达预期目标。县应急管理局建立完

善隐患排查治理“一张网”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动态分析、全

过程记录管理和评价，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达到“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县共排查

出各类事故隐患 2578 条，已整改完成 2462 条，未完成整改 116

条，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为 95.50%，未达目标 100%，主要原因为

一是安全隐患排查除节假日外，一个季度进行一次，在本次发现

的问题到下一季度排查时查看整改完成情况，到第四季度就会存

在整改期限跨年度，本年整改未完成的情况；二是部分部门及企

业思想依然麻痹，对提出的问题没有认真落实整改，对于相同的

隐患点不知道举一反三，同一隐患点反复出现；三是安全培训停

留在形式上，未落到实处。

二是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下降率未达预期目标。根据 2019 年

-2021 年全县安全事故统计情况，县应急管理局 2019 年安全事

故起数 730 起，2020 年安全事故起数 893 起，2021 年安全事故

起数 1290 起，2019 年-2021 年生产安全事故起数逐年上升。

2020 年发生安全事故起数率为 22.33%，2021 年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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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数率为 44.46%，同上年相比，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发生率增加

22.13%，未达预期目标，主要原因为一是部分人工作蛮干，存

在侥幸心理，在“不可能发生意识”的行为中，发生了安全事

故；二是在施工生产过程中，物的不安全状态，例如：机械、

电气设备带“病”作业，机械设备设计不科学，形成安全隐患；

三是管理者在思想上对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安全法律

责任意识淡薄。

（二）三公经费较上年增长，公用经费超年初预算

一是县应急管理局“三公经费”比上年支出增加 68.06%，

2021 年三公经费支出总额为 5.66 万元，2020 年三公经费支出

总额为 3.37 万元，因公务车辆高度老化，车辆维修次数多，

费用支出庞大，2021 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

1.74 万元，增长 89.81%，目前公务用车已申请报废；2021 年

开展全国性第一次自然灾害普查，省、州督查检查工作业务量

加大，2020 年部分公务接待挂账在 2021 年结算支付，2021 年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 0.56 万元，增长 38.78%，导致 2021

年“三公经费”比 2020 年增加 2.29 万元，增加 68.06%。

二是县应急管理局“公用经费”控制率超 100%，2021 年

实际支出公用经费 63.10 万元，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 34.24

万元，公用经费控制率 184.29%，超预算 84.29%，因预算编制

内容细化不到位，年初预算安排经费仅是行政公务保障经费

14.63 万元（7700/人/年），实际支出则包含行政公务保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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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4.63 万元、列入其他交通费核算的公务交通补贴 12.48 万

元、行政执法补助、应急人员保险费等经费支出 35.99 万元，

导致公用经费超预算 84.29%。

（三）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

一是 2021 年县应急管理局未设立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及绩

效指标。

二是县应急管理局已提交绩效自评表，结合年初预算批复

及部门特点设计个性指标，但未形成绩效自评报告。

（四）资产管理不完善，会计基础工作待加强

一是检查发现县应急管理局固定资产管理不完善，未按规定

粘贴固定资产标签。

二是会计基础工作待加强。部分原始凭证中发现存在跨期

报账、审批手续不齐全、会计科目使用不准确的情况。

五、建议

（一）加强监督管理、落实安全责任，提高安全意识

一是做好排查治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对隐患排查治理专项

行动中查出整改的安全隐患跟进检查；将相关安全隐患点在每

月安全例会上进行通报，加强安全投入的力度，加强对部门员

工的安全培训，提升每一个员工的安全素养，真正落实到时时、

处处能发现安全隐患，报告隐患，解决安全隐患。

二是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加强学习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靠规程和制度来约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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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和行为，自觉克服急躁、侥幸心理；加强设备和设施的

安全检查，加强和完善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日常维护和保

养，杜绝和防止设备因带病使用和安全设施缺乏日常维护而带

来的安全隐患；自觉分析岗位风险、自觉进行隐患排查，真正

做到预防为主。

（二）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强化管理

一是积极探索、建立财政资金使用包括法律法规、定额标准、

工作目标和程序、预算等方面的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对会

议、接待、考察费用实行考核制度；强化公务车辆管理，进一步

完善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合理确定单位公务车辆配置标准，

适用公务用车改革，及时对单位高度老化、维修次数多的车辆进

行处理，降低成本。

二是以政府收支改革为契机，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按照各自职能合理分工，不断规范预算编制管理，细化预算编

制，加强预算执行分析，强化决算管理，有效控制行政经费支出，

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全面落实绩效管理，按要求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

一是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标。严格按照绩效指标编制的

相关要求，正确编制绩效指标名称、指标值、度量单位等，同

时明确绩效指标值，具有考核性、可衡量性；充分理解绩效目

标的含义以及绩效指标的设置要求，完整、准确地设置绩效目标

和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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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视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切实加强对单位预算绩效管

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人员对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规范撰写部门整体以及重点项

目绩效自评报告。

（四）规范资产管理流程，强化日常监控，加强会计基础工

作

一是建议县应急管理局落实相关责任，在各环节加强固定资

产管理力度，在固定资产入库或投入使用后，达到入账标准的资

产应在一个月内进行资产入账登记，确保标签信息与固定资产卡

片信息保持一致，使资产管理落实责任到人，定期（半年或一年）

进行单位内部全面固定资产盘点工作。

二是严格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相关规定，加强会计核

算管理，强化会计基础工作，并保证原始凭证真实、完整、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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