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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大浪河石龙区段治理工程第一、二
标段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项目主要内容

大浪河系淮河流域沙颖河水系沙河左岸主要支流之一，

在石龙区境内又称石龙河，河道总长度 46.5km，总流域面积

203km
2
，比降 0.005。河道长期以来，没有统一治理规划，

治理目标和任务不明确，治理资金严重不足。根据实测河道

纵横断面资料，河道现状蜿蜒曲折，断面普遍狭窄，宽度在

3～30m，通过水痕调查，经分析计算，大部分河段现状过流

能力不能满足 5 年一遇洪水标准，防洪能力较差。局部河段

岸坡高而陡，岸坡高已超过 5m，导致该河段河岸冲刷、坍塌

严重，弯道险工发育，对岸边村庄和耕地安全造成巨大影响。

同时大部分河道主槽淤积严重，河道被侵占严重，对河道行

洪有一定影响。治理段河道内树木较多，密而杂，影响河道

行洪；河道临近河岸的村庄的生活垃圾沿河倾倒，且有企业

向河道内排放污水，常年得不到有效整治，污染河道的生态

环境。

通过本次大浪河治理工程实施，不仅保护河道两岸村庄

耕地不再受洪水侵蚀，提高了河道的行洪能力，同时对大浪

河两岸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推动作用，意义重大。该项目

是一项造福于当地广大群众的民心工程，项目的实施必将对

解决当地的“三农”问题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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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治理区也是国家粮食战略工程的粮

食主产区，本工程实施后，将对石龙区地区保持粮食持续增

长产生积极影响，对维护粮食安全、有效应对粮食危机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平顶山市大浪河石龙区段治理工程项目范围为：起点位

于 G207 国道跨大浪河桥（桩号 0+000），终点位于北郎店村

漫水桥（桩号 9+700），河道治理长度 9.7 公里，保护人口 3

万人，保护耕地 0.55 万亩。通过前期现场勘察、测量，并

同宋坪村、高庄、谢河、大庄、楝树店、北郎店等沿岸村庄

和河长充分结合，充分尊重各村河长的意见，最终确定本次

河道治理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清淤疏浚工程 9.7km、险

工护岸工程 1.295km，堤防工程 0.8km，新建漫水桥及拆除

重建生产桥 6 座、沟口治理 3 处。项目预计 2022 年 7 月 15

日开工，2023 年 3 月 11日完工，总日历天数 240 天。

（二）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

平顶山市大浪河石龙区段治理工程 2022 年财政投入资

金 2286.13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492 万元，省级资金 435

万元，市级资金 359.13 万元。2022 年支出 500 万元，2023

年截至 9 月 30 日共支出 907 万元，项目共支出 1407 万元，

资金支付进度 61.54%。

经现场调研，截至绩效评价日，项目尚未竣工验收，其

中河道清淤疏浚施工进度为 90%，险工治理施工进度为 85%，

堤防工程施工进度为 85%，漫水桥施工进度为 85%，沟口治

理施工进度为 85%。预计 2023 年 12 月 31日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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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绩效目标

2022 年共投入 2286.13 万元，用于对石龙区境内的大浪

河实施河道治理，治理河道长度为 9.7 公里，预计 2022 年 7

月 15日开工，2023 年 3 月 11 日完工。通过对河道清淤疏浚、

险工护岸、构筑堤防、新建及拆除重建桥涵 6 座、沟口防护，

使现有防洪能力由不足 5 年一遇，提高到 10 年一遇，使治

理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洪体系，做到涝水排得出，洪水防得

住，保护河道两岸村庄和农田，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

良好的条件。

二、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80.3 分，依据平顶山市石

龙区财政局关于印发〈石龙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

个办法的通知（平龙财〔2021〕67 号）中对评价等次的相关

规定，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

-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评价级别为“良”。

三、存在问题

（一）绩效工作质量不高，绩效管理意识需加强。

1.未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经查询，该项目 2022 年

申请立项，属于新增项目，依据《平顶山市石龙区财政局关

于印发〈石龙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 6 个办法的通知》

（平龙财〔2021〕67 号）要求，该项目应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工作，项目单位未开展该项工作。

2.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项目设置的有绩效目标，但是

绩效目标设置过于简单，无资金投入情况，且不能体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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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效果”。

3.绩效指标设置不科学、不全面。数量指标仅设置了河

道治理长度≥ 9.7 公里，未明确具体的工作量指标，时效指

标开工竣工时间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过于笼统，没有明确具

体的时间。

（二）资金支付进度滞后，未按合同约定方式支付。

该项目 2022 年到位资金 2286.13 万元，2022 年支出 500

万元，2023 年支出 907 万元，预算执行率 61.5%，未按照合

同约定和工程进度付款。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

14 日内支付预付款，金额为合同总价款的 30%以内，按月审

核工作量，工程进度按实际支付至已完成工程量的 80%（含

预付款），工程竣工并经财政部门评审后支付最终结算价款

的 97%，剩余 3%作为质量保修金。

项目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签订，工程第一，二标段预付

款 400 万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支付完毕，比合同约定时间

晚了将近 4 个月。此外，截至绩效评价日，项目总体施工进

度达到了 85%，按照合同要求，资金支付应达到 85%×80%=68%，

实际支付进度为 59%，资金支付进度滞后。

（三）工程施工进度缓慢，项目管理不到位。

施工进度缓慢，未按合同约定时间竣工验收。依据项目

施工合同，项目计划于 2023 年 3 月 11日完工，经现场调研，

截至2023年 9月 30日，项目仍未完工，预计竣工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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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进建议

（一）规范绩效目标设置，建立健全绩效全流程管理制

度。

一是项目单位应强化单位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绩效评

价工作的管理，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专项培训，

针对绩效目标设定提出统一要求，细化工作流程，促进单位

绩效工作质量提升，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规范绩

效目标设置流程，明确项目单位绩效目标设定及目标合理性

审查等要求，使绩效目标表设定更加科学合理。

二是树立绩效全流程管理意识，建立健全预算绩效全流

程管理制度，将绩效理念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结果的全过

程。

（二）提高合同履约能力，加大资金监管力度。

一是项目单位应增强合同管理意识，制定合同管理制度，

加强合同签订审查，做好合同履约跟踪，保证项目资金按合

同约定支付。

二是财政部门对预算执行严格把关，资金到位的前提下，

对于不按项目进度支付的项目及时督促，将预算执行的质量

与效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三）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项目施工进度。

一是项目单位要制定详细的施工计划，包括施工时间表、

任务分配等，保障项目按计划进行，并减少延误的可能性。

二是对施工流程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浪费。



6

通过改进施工办法、提高施工效率，加快施工进度。

三是明确相关人员责任，加大项目监督力度，定期对项

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审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施工计划，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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