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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一）项目（一）项目（一）项目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为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国

发〔2016〕37 号），要求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方便

群众就近就便健身，按照配置均衡、规模适当、方便实用、

安全合理的原则，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惠州市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

计划（2016-2020 年）》《广东省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等文件精神，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

健康水平，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网络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促进群众体育发展迈上新台阶，启动了“全民健身

计划及群众体育”项目，通过在群众身边建设健身场地、完

善健身组织、开展群体活动，以达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和保障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合法权益的目标。

为推动和促进农村体育建设，改善农村基层体育设施条

件，市财政 2015-2016 年度安排自然村农民健身工程专项资

金合计 290.4 万元，其中 2015 年 132 万元，2016 年 158.4

万元。两年间为全市自然村新建健身路径 49 个，篮球架 227

个，室内外乒乓球台 230 个，覆盖全市 6 个县区，促进农村

体育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体生活。

（（（（二二二二））））项目项目项目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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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响应、属地实施”的原则，通过

场地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惠州市自然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实施机制，带动村镇整体规划，提高村民健身意识，推动农

村地区群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

平，促进文明乡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通

过加强对工程进度的跟进、对体育健身活动的作用的宣传，

发动群众组织参与健身活动，逐年扩大工程实施面积，最后

达到持续全民健身目标。2015-2016 年度市体育局根据各县

区自然村配套体育健身场地健身情况、现有健身设施数量、

群众健身实际，合理调配体育健身器材，利用下达的财政资

金逐年向全市 6 个县区（不含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

村配送安装体育器材，补充各县区乡村体育设备。

（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市体育局 2015-2016 年度惠州市农民健身工程专项预算

资金2015年为132万元、2016年158.4万元，两年合计290.4

万元，主要用于健身路径器械、 篮球架和室内外乒乓球台

的购买与安装。实际到位资金2015年132万元，2016年158.4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按预算执行，健身器材采购全部通过

政府招标。项目实施实际支付共计 287.66 万元，2015 年支

付 130.38 元，2016 支付 157.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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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2015-20162015-20162015-2016年专项资金安排汇总表年专项资金安排汇总表年专项资金安排汇总表年专项资金安排汇总表

年年年年

份份份份

项目实施经费项目实施经费项目实施经费项目实施经费（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元元元元））））

健身健身健身健身

路径路径路径路径

数数数数

量量量量
篮球架篮球架篮球架篮球架

数数数数

量量量量

室内外乒乓球室内外乒乓球室内外乒乓球室内外乒乓球

台台台台

数数数数

量量量量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015201520152015 451451451451,,,,240.00240.00240.00240.00 29292929 743,650.00743,650.00743,650.00743,650.00 107107107107 108,900.00108,900.00108,900.00108,900.00 50505050 1,303,790.001,303,790.001,303,790.001,303,790.00

2016201620162016 312,800.00312,800.00312,800.00312,800.00 20202020 864,000.00864,000.00864,000.00864,000.00 120120120120 396,000.00396,000.00396,000.00396,000.00 180180180180 1,572,800.001,572,800.001,572,800.001,572,800.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764,040.00764,040.00764,040.00764,040.00 49494949 1,607,650.001,607,650.001,607,650.001,607,650.00 227227227227 504,900.00504,900.00504,900.00504,900.00 230230230230 2,876,590.002,876,590.002,876,590.002,876,590.00

二、综合评价

2015-2016年度惠州市自然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专项资

金使用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89分，评定等级为良。

2015-20162015-20162015-20162015-2016年度惠州市自然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专项年度惠州市自然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专项年度惠州市自然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专项年度惠州市自然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表资金绩效评价表资金绩效评价表资金绩效评价表

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一级指标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
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评分评分评分评分

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前期工作 20202020

论证决策论证决策论证决策论证决策 4444
决策依据决策依据决策依据决策依据 2222 2222

决策程序决策程序决策程序决策程序 2222 2222

目标设置目标设置目标设置目标设置 8888
目标完整性目标完整性目标完整性目标完整性 4444 3333

目标科学性目标科学性目标科学性目标科学性 4444 3333

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 8888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4444 4444

制度措施制度措施制度措施制度措施 4444 3333

实施过程实施过程实施过程实施过程 30303030

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 17171717

资金到位资金到位资金到位资金到位 4444 4444

资金支付资金支付资金支付资金支付 5555 4444

支出规范性支出规范性支出规范性支出规范性 8888 8888

事项管理事项管理事项管理事项管理 13131313
实施程序实施程序实施程序实施程序 8888 6666

管理情况管理情况管理情况管理情况 5555 5555

项目绩效项目绩效项目绩效项目绩效 50505050

经济性经济性经济性经济性 5555
预算（成本预算（成本预算（成本预算（成本））））控控控控

制制制制
5555 5555

效率性效率性效率性效率性 15151515
完成进度完成进度完成进度完成进度 6666 3333

完成质量完成质量完成质量完成质量 3333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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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3333

3333 3333

效果性效果性效果性效果性 25252525

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社会效益社会效益 15151515 15151515

环境效益环境效益环境效益环境效益 5555 5555

可持续影响可持续影响可持续影响可持续影响 5555 5555

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 5555
服务对象满意服务对象满意服务对象满意服务对象满意

度度度度
5555 4444

总分总分总分总分 100100100100 89898989

（一）主要（一）主要（一）主要（一）主要绩效绩效绩效绩效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全市自然村农民健身全市自然村农民健身全市自然村农民健身全市自然村农民健身体育设施逐步完善。体育设施逐步完善。体育设施逐步完善。体育设施逐步完善。2015 年

-2016年自然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共建设了 49套健身路

径，采购了 227对单臂式篮球架、室内外兵乓球台 230 台，

并已全部安装到相应各自然村，项目建设促进了自然村室内

外活动场所的建设，配置了适合农民健身的器材，完善了体

育服务设施体系，逐步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健身要求，提

高了体育惠民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二是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二是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二是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促进了文明乡风促进了文明乡风促进了文明乡风促进了文明乡风建建建建

设设设设。。。。项目建成后，健身条件逐渐改善，基本解决了部分群众

就地、就近健身的需求，广大村民体育健身意识得到增强，

逐步养成了积极参与运动健身的好习惯，提高了身体素质。

健身活动的开展也有助于人际间良性互动与情感交流，丰富

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引领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和

文明乡风建设。另外项目建设促进了乡村环境的改造，美化

了生活环境，丰富了广场、乡村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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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二）存在（二）存在（二）存在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一是项目经费筹措机制不够完善一是项目经费筹措机制不够完善一是项目经费筹措机制不够完善一是项目经费筹措机制不够完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经

过梳理、分析发现，虽然全市逐步增加了群众体育事业在预

算中的支出比重，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全民健身经费投

入相对有限，全民健身项目的专项经费与实际资金需求仍有

一定差距，现有设施还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存在健身设施单一、器材数量不足、场地有限且不便利、缺

乏体育健身指导、维修经费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现行维修

经费实行的管理模式是，各村按照谁使用谁维修的办法，实

际上多数自然村的办公经费不足，如果出现大量维修或报废

的情况，费用将大大提高，资金难以保障，已投入使用的基

层体育设施得不到有效维护。

二是项目监管水平有待提高二是项目监管水平有待提高二是项目监管水平有待提高二是项目监管水平有待提高，，，，监管力度需要加强监管力度需要加强监管力度需要加强监管力度需要加强。。。。该项

目工程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综合监管体系，没有

搭建综合监管大数据平台，出现监管不到位、监管成本高、

监管效果差等问题。项目设计地域较广，数量较大，沟通机

制还不够顺畅，反馈机制还不够健全，部分自然村出现体育

器械存放位置不当的情况亦无法掌握。此类情况如仲恺区陈

江镇红旗村申请的室外乒乓球台被存放在村委会室内，使用

率不高且长期闲置，未能真正惠及到周边村民；博罗县罗阳

镇新结村源新小组申请的乒乓球台放在了村民家使用；龙门

县平陵镇隘子村申请的室内乒乓球台放在露天使用。另外存

在人为破坏情况，评价小组发现个别上肢牵引器的绳子不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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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飞，坐垫被人敲破、告示牌人为砸坏、篮球筐被人拉断等

现象。此外，还有健身点变成了晾晒场，器材上挂满了晾晒

的衣物、被子等。

三是现有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有待提高。三是现有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有待提高。三是现有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有待提高。三是现有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有待提高。器材安装后，

利用率相对较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布局不

够合理，因居住密集程度、场地配置等原因，除了部分健身

器材设置在居民区外，现有健身设施多在村办公所在地，群

众健身还不够便捷；二是群众健身的主要形式是跑步、散步

和球类项目，健身器材种类相对比较单一，现有公共体育设

施与群众健身需求匹配度不高；三是多数体育设施管理不到

位，器材年久生锈，环境卫生无人打理；四是大部分群众缺

乏正确使用的知识和健身锻炼意识，对于健身器材的正确使

用知之甚少，缺少健身锻炼的氛围。

四是体育四是体育四是体育四是体育设施管理维护设施管理维护设施管理维护设施管理维护不到位不到位不到位不到位。。。。少数村委会有治安联防

员兼管体育健身设施，多数村委会却无体育专管员，对于体

育设施维护工作重视不够，设施场地卫生清理不够，安全检

查也不够到位，健身器材管理不善，日常的保养、维修和更

换工作不及时或不到位，导致器材老化损坏，露天健身设施

因长期无人维护管理有“缺胳膊少腿”的现象。

五是五是五是五是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预期阶段性目标预期阶段性目标预期阶段性目标预期阶段性目标不够不够不够不够精细精细精细精细。。。。项目能根据专项资

金属性和内容设置绩效目标，但阶段性具体目标方面相对比

率指标不够明确、科学，预算申报针对健身器材的具体完成

数量没有明确的量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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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

（一）（一）（一）（一）多渠道筹措经费，完善全民健身保障。多渠道筹措经费，完善全民健身保障。多渠道筹措经费，完善全民健身保障。多渠道筹措经费，完善全民健身保障。

坚持体育事业公益性，市、县区人民政府应逐年加大全

民健身事业财政资金支持和统筹力度，建立以政府投入为

主，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拓宽社

会资源进入全民健身事业的途径，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发展全

民健身事业。逐步建立完善维修经费的投入监管机制，每年

确保一定的经费维护体育设施，避免一次性投入费用过高。

（二）（二）（二）（二）建立健全项目监管平台，加强信息化管理。建立健全项目监管平台，加强信息化管理。建立健全项目监管平台，加强信息化管理。建立健全项目监管平台，加强信息化管理。

建议结合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平台建设实际，考察

学习其他省市建立统一大数据监管平台的先进经验，搭建惠

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大数据平台”，平台应包括政府投

资项目管理、数据维护更新和数据访问等基本功能，由政府

投资项目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管理部门、监督部门和建设

责任单位共同建设和维护，以大数据的方式整合运用建设项

目的基础信息、决策信息、建设过程数据和财务管理信息，

按部门职能开放权限使用。

（三）（三）（三）（三）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提高公共体育公共体育公共体育公共体育设施使用率。设施使用率。设施使用率。设施使用率。

一是调整优化健身场所布局。对于使用率低、损坏严重

的健身点，进行重现评估、选址，并且在数量、样式上选择

适合运动人群的需要，改变现有使用率低的状况，同时要让

村民们了解健身点的搬迁原因。二是积极引导群众加强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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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加强全民体育健身宣传，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转变健身

观念，正确健身锻炼，积极组织、鼓励村民到操场上、到阳

光下锻炼身体，充分利用健身器材，不要让健身器材荒废，

做到人人有体育项目、村村有体育活动。

（四）（四）（四）（四）重视维护，加强管理。重视维护，加强管理。重视维护，加强管理。重视维护，加强管理。

配有体育健身设施的自然村均应安排专人负责管理，管

理员每月应至少进行一次巡查，对于损坏的器材及时贴牌告

知村民，并及时上报镇文体中心，联系厂家进行维修。此外，

器材生锈老化的问题，各村每年应进行一次油漆或者喷漆，

延长器材的使用寿命。建立群众监督举报机制，共建和谐的

健身环境，在群众中挑选志愿者，通过他们将器材损坏、占

用等情况反映给各村管理员，及时到现场勘查、处置。

（五）（五）（五）（五）完善完善完善完善体育健身体育健身体育健身体育健身专项专项专项专项经费经费经费经费年度阶段性目标年度阶段性目标年度阶段性目标年度阶段性目标的的的的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申报全民健身体育专项经费应加强可行性论证，预算申

报针对健身器材应有年度完成具体数量和明确的量化值，阶

段性具体目标相对比率指标应更加明确、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