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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负责我市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承担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

（二）机构设置

我中心至 2021 年末共有在职在编人员 15 人，根据单位

工作职能，现设置网络管理、信息发布、突发预警、业务管

理等岗位。

（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根据上级部门工作安排和要求，我中心年度任务为：推

进预警信息靶向发布能力提升建设工作，推动解决我市突发

事件预警信息靶向发布需求；加强发布系统与横向多部门的

联合业务运行和应用，融入应急委成员单位，非气象类预警

信息发布比例较上一年增幅 20%以上。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根据 2021 年度部门决算信息，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

724.3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9.57 万元，项目支出 184.82

万元。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详见下表：

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支出类别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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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支出 560.53 538.92 539.57

人员经费 499.73 483.17 483.17

日常公用经费 60.80 55.75 56.40

二、项目支出 117.49 184.82 184.82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合计 678.02 723..74 724.39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我中心根据《2021 年度佛山市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表》进行自评，2021 年市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

得分为 97.97 分，绩效等级为“优” 1。

（二）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管理情况

我中心预算编制基本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政策和工作

要求，符合本部门职责和本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划。在开展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时，能够严格按照市财政局当年预算编

制文件的要求，预算编制合理规范，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

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合理分配预算资金。项目入库符合

《佛山市市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专

项资金编制细化程度合理，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准确，

1 绩效等级：总分≥90 为优，80≤总分<90 为良，60≤总分<80 为中，总分<60 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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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题，项目之

间没有调剂的。该指标分值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

2．绩效管理情况

我中心根据 2021 年度工作安排，在编制 2021 年度预算

时，按照《佛山市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估和评审管理暂行办

法》，对预算项目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并开展事前绩

效评估。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通过清

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

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另外，

按照当年的项目绩效自评要求，按时完成了项目绩效自评工

作。该指标分值 8 分，自评得分 8 分。

3．财务管理情况

我中心在资金使用的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了相关的各

项规章制度，会议、培训、差旅资金等支出标准严格执行市

的有关规定。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

在会计核算方面，我中心严格按照会计规范进行各项财

务账目处理。对于资金下达文件有明确要求的，将资金列入

相应科目进行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符合要求。按时按要求提

交权责发生制部门财务报告和部门决算报表。

在内部控制管理方面，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

范（试行）》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根据体制管理，由上级佛山市气象局成立内部控制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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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小组，市气象局一把手担任内部控制领导小组组长，

设置了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部门。我中心全部收支、管理均

已纳入市气象局内控管理范畴。

在决算信息公开方面，我中心按照当年工作要求，在市

气象局网站公开了当年决算，公开内容包括全部决算表格及

相关说明。决算公开的方式、时间、内容均符合要求。

该指标分值 19 分，自评得分 19 分。

4．项目管理情况

我中心对各项目的立项、政府采购、日常监管、验收等

环节都执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未出现违规情况。属于政

府采购管理范畴的项目均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进行采购。

根据体制管理，我中心纳入上级部门佛山市气象局对年度项

目进行的监督检查，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印发《佛山

市气象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市级财政项目预算执行工作的通

知》（佛气函〔2022〕35 号），明确各项目的承担单位和执行

目标；二是定期对项目的执行情况开展监控，全年共发出《佛

山市气象局项目执行月报》9 期，及时通报项目执行进度及

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和纠正偏差。三是根据市财政局通知

精神，每年对项目开展绩效自评。2021 年度我中心项目共 4

个，按照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要求，我中心对 4 个项

目开展了自评，项目自评覆盖率 100%。该指标分值 8 分，

自评得分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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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管理情况

我中心资产配置全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结合年度资金

安排，合理采购，现有资产配置与工作需要之间关系合理。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资产管理有效、安全。我

中心全年无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该指标分值 5 分，

自评得分 5 分。

（三）履职效能分析

1．重点工作完成率

2021 年，按照省委“1+1+9”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全市

改革发展大局，抓紧抓实主责主业，积极担当职责使命，根

据上级部门工作任务部署，我中心共有 2 两项重点工作任务，

已完成 2 项，重点工作完成率为 100%，较好地完成了年度

重点工作任务，该指标分值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2021 年

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见下表：

序号 工作任务 完成情况

1 加强发布系统与横向多部门的
联合业务运行和应用，融入应

急委成员单位，非气象类预警

信息发布比例较上一年增幅

20%以上。

1、我中心加入市应急委，有效提升
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影响力；

2、年内发送气象、防疫、防火等应

急决策短信 1769条，覆盖决策用户

数 506万人次；

3、发布全网短信 5次，覆盖市民 5600
万人次；

4、推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工作，2021年共向交警部门发送预警

信息 666条，利用交通电子显示屏、

高德地图实时对公众所在位置进行
预警信息传播；

5、发布渠道数据常态化更新：更新

应急责任人 2919人；更新铁皮屋和

工棚信息点 38957间；排查公路网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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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点 23处，事故多发点 18处，积水

易发点 21处，地质灾害点 4处。

2 推进预警信息靶向发布能力提

升建设工作，推动解决我市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靶向发布需
求。

1、对微信推送程序进行升级改造，

引入多种应用场景模板，推送能力达

6万人/分钟，微信渠道的服务能力得
到提升；

2、完成了微信机器人的开发工作。

实现文字、图片、文件的多群实时发

布，提升预报预警服务效率；

3、“佛山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靶向发
布能力提升”项目年内启动建设，力

争2022年汛前完成系统的初步搭建，

实现预警信息面向公众靶向预警。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率

2021 年，我中心积极履职，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各项目

推进顺利，绝大部分的项目绩效目标如期完成。根据评分标

准，我中心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主要依据于各项目单位

绩效自评分数和项目资金的占比权重。该指标分值 10 分，

按照公式计算，自评得分为 9.97 分。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我中心全年支出完成率为 100%，反映 2021 年我中心资

金使用情况较为良好。按照评分标准，该指标分值 10 分，

自评得分 10 分。

4．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我中心积极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和市委、市

政府工作安排，统筹推进 2021 年各项工作任务，完成了全

年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推进预警信息靶向发布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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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任务，较好地完成全年任务，有力地保障了佛山市经

济社会的有序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一是

履行好应急委赋予的职责，为全市应急管理体系贡献自己的

力量；二是多种发布渠道广泛宣传防疫、人防、网络安全周、

人大选举、节约粮食等信息，受众总数达 1.5 亿人次；三是

申报佛山市区直单位第六届工作创新大赛暨参加第九届广

东省市直机关“先锋杯”工作创新大赛，获评第 26 届“佛

山市青年文明号”。

该指标分值 15 分，自评得分 13 分（参考《佛山市气象

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的总体评分 85.96，计算占比得

出 85.96/100*15 分）。

5．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根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编制的《2021 佛山市气象

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佛山市气象公共服务总体满意

度为 85.96 分，气象服务的及时性的满意度最高，外来务工

人员气象信息覆盖率达 99.79%、老年人群气象信息覆盖率高

达 100%、成年人口预警信息十分钟覆盖率为 90.04%……，

反映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

分 5 分。

三、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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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佛山市气象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提出的存

在问题，结合我中心的工作职能，主要有以下：预警信息获

取便利度与公众期望仍有一定差距，内容有待改善。

四、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传统媒体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与新型主流

媒体共建平台，加强对外发布渠道的共享共建；二是完善预

警信息发布传播工作网络，建成覆盖范围广、传播层次深、

媒介生态多元的预警预报信息传播网络；三是强化信息的可

读性、可用性、趣味性与易理解性，努力实现“报得准、发

得出、看得懂、用得上”，提高预警信息发布内容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