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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职工帮扶资金（送温暖）项目绩效评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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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根据《广州市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各级工会需结合本地居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

科学合理制定本级具体慰问标准。送温暖慰问金发放标准原

则上每人每次不超过 3,000 元,每户每年不超过 6,000 元，

并可同时购买实物慰问品(每户每次不超过 500 元)。各级工

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本地区、本系统生活特别困难、

发生重大事故、遭遇突发意外等情况的职工和其他特殊群体

的慰问力度，适当提高慰问标准。本级工会发放慰问金每户

每年最高不超过 10 个月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总和。

（二）项目立项依据

增城区总工会（以下简称“区总工会”）制定《增城区

总工会帮扶救助困难职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于 2023 年设立“困难职工帮扶资金（送温暖费）”项目，救

助类型主要包括季度救助和紧急救助两类。按照实施办法规

定、程序和要求，对低保、低收入等符合条件的工会会员，

可申请季度救助（每年最多可申请 2 次，隔一季度申请），

经区、镇（街）或区直局（系统）工会组织调查核实后，给

予 400-600 元的生活困难救助；对出现意外灾害（水灾、火

灾等）和特急重病需救助的家庭，基层工会可随时向上级工

会提出申请，经区总工会审批同意，酌情给予申请人

2,000-5,000 元的一次性紧急救助金。



第 3 页 共 16 页

（三）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 2023 年绩效目标设置为：通过开展季度救助、

紧急救助等活动，进一步加大帮扶困难职工的工作力度，体

现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对困难职工的真正关怀，对于我区困难

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具有巩固成效的作用。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本项目 2023 年预算为 480000 元（财政预算资金 50000

元，工会经费 430000 元），年中按财政要求压减经费，进行

预算调整，调整后预算为 270000 元（财政预算资金 2000 元，

工会经费 268000 元）。2023 年实际支出 265800 元（财政预

算资金 2000 元，工会经费 263800 元），支出率为 98.44%。

（五）项目实施情况

2023 年实际开展紧急救助人数约 39 人，发放慰问金共

126000 元；开展季度救助人数约 233 人，发放慰问金共

139800 元。救助的具体金额，基于实施办法中救助标准，视

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收入等综合情况确定。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通过对 2023 年“困难职工帮扶资金（送温暖费）”项目

的预算支出进行绩效评价，衡量财政资金的“绩”与“效”，

了解、分析、检验资金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及时总结经验，

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进一步促进财政资金规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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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使用的建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小组以共性指标为基础，结合项目情况设置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 2-1。

表 2-1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设计依据

投入

（16 分）

项目立项（5分） 论证决策规范性（5分）

共性指标

绩效目标（8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4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4分）

资金落实(3 分）
资金到位情况（2分）

资金分配情况（1分）

过程

（24 分）

资金管理（10 分）
资金使用效率性（5分）

资金使用规范性（5分）

组织管理（14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3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3分）

组织执行有效性（4分）

监督管理有效性（4分）

产出

（30 分）

经济性（10 分）
预算控制有效性（5分）

根据实施办法、

2023 年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特点等材料设

置个性化指标体系

成本控制有效性（5分）

效率性（20 分）

开展救助人数（5分）

救助对象界定准确率（5分）

救助资金审核发放及时率（5分）

救助标准（5分）

效益

（30 分）
效果性（25 分）

救助覆盖率（5分）

救助政策知晓率（5分）

有效缓解困难职工生活压力（5分）

救助政策可持续性（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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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设计依据

信访及投诉次数（5分）

公平性（5分） 申领对象满意度（5分）

2.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①下达启动通知。增城区总工会下达正式的绩效评价启

动通知，从而统筹相关部门按合规程序推进评价工作开展。

②组织相关人员参与评审。依据项目特点及实际需要，

从维权部、经审、办公室等部室抽取人员组建此次评审工作。

（2）项目实施阶段

①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增城区总工会组织资金

使用部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根据增城区总工会下发通知，

填报相关材料并提交佐证材料。

②自评材料书面审核。评价小组收到单位自评材料后对

材料进行审核，核实并确认了基础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

以及指标口径的一致性。通过查看评价对象的自评材料，形

成与项目相关的问题清单和材料补充清单。

③开展现场评价。现场调研工作采取现场座谈会、材料

核查或线上会议等方式进行。

④综合评价。通过自评材料核查和现场评价，对绩效评

价所需的内部信息和外部资料进行系统的汇集及整合，甄别

出真实、重要、相关的信息，形成评价数据与资料；评审人

员按照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原则及方法，根据自评材料分

析、现场评价等情况，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全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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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定量、定性和综合评价，剖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完成评价项目综合分析，形成评价初步结论。

（3）评价报告撰写阶段

①完成评价报告初稿。评价小组综合项目单位自评结果、

书面评审意见和现场评价结论等情况，对项目经费使用、资

金管理、业务管理、产出和效果进行评价，为财政经费管理

和发挥资金使用绩效提供相应的建议，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

告初稿。

②征求被评价部门意见。评价小组将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提交被评价部门征求意见，并由评价小组就报告所反映的问

题与被评价部门交换意见。

③形成正式评价报告。在与被评价部门充分交换报告意

见的基础上，评审人员提交正式的绩效评价报告。

3.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0〕10 号）；

（4）《广州市增城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5）《增城区总工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工会预算绩效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增总〔2019〕19 号）；

（6）其它与项目相关的材料。

4.评价方法

通常绩效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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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可采

用一种或多种方法。

（1）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

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2）因素分析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

实施效果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3）最低成本法。是指在绩效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成

本最小者为优的方法。

（4）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

样调查等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5）其他评价方法。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四部

分组成。投入和过程指标均为共性指标，产出指标下设经济

性、效率性2个二级指标，并设置有预算控制有效性、成本

控制有效性、开展救助人数、救助对象界定准确率等6个三

级指标；效益指标下设有效果性、公平性2个二级指标，并

设置有救助覆盖率、救助政策知晓率等6个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中个性化指标分值设置按产出、效益指标平均

分（60分/三级指标个数）设定每个三级指标的分值，该项

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12个产出与效益指标，因此，个性化

指标平均分为5分。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可附表）

（一）总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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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评材料分析和现场评价，结合投入、过程、产出、

效益四方面综合对项目资金使用进行比较分析，评价工作组

认为：总体上，通过为困难职工提供季度救助和紧急救助，

使其困难状况得到缓解，使广大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政

府对困难职工的关怀和帮扶，充分发挥工会帮扶工作在社会

救助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项目在资

金落实、资金管理等方面表现突出，但在项目监督管理等方

面仍有一定的改进提升空间。

经综合分析，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0 分，绩效等级

为“优”。

表 3-1 评价情况总表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评价总得分 100 90 90%

投入 16 14 87.5%

过程 24 21 87.5%

产出 30 28 93.33%

效益 30 27 90%

（二）项目绩效分析

1.投入分析

（1）项目立项

论证决策规范性。根据《广州市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各级工会需结合本地居民生活水平和

物价指数等因素，科学合理制定本级具体慰问标准。送温暖

慰问金发放标准原则上每人每次不超过3,000元,每户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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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6,000元，并可同时购买实物慰问品(每户每次不超过

500元)。各级工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本地区、本系统

生活特别困难、发生重大事故、遭遇突发意外等情况的职工

和其他特殊群体的慰问力度，适当提高慰问标准。本级工会

发放慰问金每户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个月广州市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总和。

（2）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根据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绩效目

标设置为：通过开展季度救助、紧急救助等活动，进一步加

大帮扶困难职工的工作力度，体现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对困难

职工的真正关怀，持续巩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效。目标充

分说明项目拟“通过做什么事，实现什么目的”，设置基本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绩效指标设置较为规范，能体现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绩效指标涵盖与业务相关的个性化、行业性

的指标，大部分绩效指标明确且基本可衡量。

（3）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情况。本项目2023年预算资金270000元（财政

预算资金2000元，工会经费268000元），资金已及时足额到

位。

资金分配情况。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季度救助和紧急救

助，资金分配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

2.过程分析

（1）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效率性。本项目2023年年初预算为4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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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资金50000元，工会经费430000元），年中按财

政要求压减经费，进行预算调整，调整后预算为270000元（财

政预算资金2000元，工会经费268000元）。2023年实际支出

265800元（财政预算资金2000元，工会经费263800元），支

出率为98.44%。

资金使用规范性。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生调整，支付符合

有关制度规定，未发现超范围、超支出标准，虚列支出，截

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

（2）组织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区总工会财务管理已制定《工会财务

制度文件选编》，项目实施制定《增城区总工会帮扶救助困

难职工实施办法》，管理制度基本健全，但办法中对条件符

合性审核的具体依据规定不够细致，在额度范围内的补贴标

准确定留有一定弹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区总工会制定实施办法，并参照执行，

能体现部门对资金投向进行管理、统筹，对资金使用部门提

出使用资金规范，能为项目实施提供指导意见。

组织执行有效性。2023年该项目参照实施办法组织执行，

由职工向所在基层工会提出申请，或委托基层工会形成申请

材料，向上一级工会提出申请，基层工会进行审核后上报镇

街工会或区直属系统工会审核，最后再提交区总工会。经核

查，各级工会形成审核意见并建立困难职工档案，但未见各

镇街或区直属系统工会转发救助政策文件，且部分档案中审

核时间栏未填写完整。

监督管理有效性。项目主要通过镇街总工会在企业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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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时或企业工会来了解时口头宣传救助政策，目前申请材

料主要包括医疗开支、家庭收入、会员会费缴纳或身份、亲

属关系等证明，类型较多，对基层工会协助指导申请的要求

较高，业务部门未能提供对基层工会的动员和监管以避免其

不作为隐藏申请需求等方面监督检查的佐证材料。

3.产出分析

（1）经济性

预算控制有效性。本项目 2023 年预算资金为 270000 元

（财政预算资金 2000 元，工会经费 268000 元）。2023 年实

际支出 265800 元（财政预算资金 2000 元，工会经费 263800

元），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成本控制有效性。根据《广州市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各级工会需结合本地居民生活水平和

物价指数等因素，科学合理制定本级具体慰问标准。送温暖

慰问金发放标准原则上每人每次不超过 3,000 元,每户每年

不超过 6,000 元，并可同时购买实物慰问品(每户每次不超

过 500 元)。各级工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本地区、本

系统生活特别困难、发生重大事故、遭遇突发意外等情况的

职工和其他特殊群体的慰问力度，适当提高慰问标准。本级

工会发放慰问金每户每年最高不超过 10 个月广州市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总和。与广州市级标准对比，增城区总工会对低

保、低收入等符合条件的工会会员给予 400-600 元的生活困

难救助；对出现意外灾害（水灾、火灾等）和特急重病需救

助的家庭的紧急救助标准为 2,000-5,000 元，属于合理范围。

（2）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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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对象界定准确率。经抽查部分申请材料，基本按照

实施办法中标准进行审核。

救助资金审核发放及时率。按照实施办法，业务部门自

收到基层工会或申请人提交的救助申请材料后，于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核程序，并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发放救助金。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定的延迟，每一级工会审核控制在 2 周

左右。

救助标准。季度救助具体标准为：区总工会季度救助每

季度进行一次，申请条件为：1.低保、低收入、特困职工因

各种原因影响正常生活的家庭；2.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直

系亲属）患重大疾病（恶性肿瘤、慢性肾衰竭、尿毒症、心

脏瓣膜置换手术、冠状动脉旁路手术、中风瘫痪、重度精神

病、脑血栓）需医治的因病致贫家庭；3.单亲（丧偶）子女

读书负担较重的困难家庭；4.低收入患重病孤寡人员；5.困

难劳模或因病致贫的劳模家庭；6.遭受意外灾害后家庭生活

得不到基本保障的家庭；7.特别困难的异地务工人员和因被

欠薪导致生活困难的人员。符合上述条件工会会员，可申请

季度救助（每年最多可申请 2 次，隔一季度申请），经区、

镇（街）或区直局（系统）工会组织调查核实后，给予 400-600

元的生活困难救助。2022 年季度救助标准分为每人 500 元或

600 元，符合《增城区总工会帮扶救助困难职工实施办法》

文件要求。

紧急救助具体标准如下：1．因遭遇水灾、火灾申请人

住房被完全冲毁或烧毁，酌情给予 2,000 元救助，部分冲毁

或烧毁及家财严重受损、家庭人员受伤的酌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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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000 元救助；受损、受伤特别严重的酌情给予

2,000-5,000 元救助；2．见义勇为或为保护国家财产受伤的

职工，家庭收入不高，给予 2,000-5,000 元救助；3．突发

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等住院做手术，家庭非常困难的职工，

酌情给予 2,000-5,000 元救助。救助的具体金额，视申请人

家庭经济状况和收入情况而定，2022 年基本参照以上标准执

行，但有 1 个申请人因膝关节受伤自付手术费用高造成经济

困难给予补助 1,000 元，不符合实施办法中相关救助标准。

4.效益分析

（1）效果性

救助政策宣传率。2023年在微信公众号报道次数为0次，

未对季度救助和紧急救助活动进行宣传报道，救助政策宣传

率为 0%。

有效缓解困难职工生活压力。从调查问卷获得数据，本

次共收回 30 份调查问卷，2023 年申领过救助资金的会员数

为 30 人，其中 30 人认为救助资金申领后对缓解困难职工生

活压力非常有作用或有一定作用。

救助政策可持续性。本项目 2024 年仍有经费安排，救

助政策具有可持续性，但在实施过程中未追踪了解过救助申

请对象的后续需求，也未进行过满意度问卷调查。

信访及投诉次数。2023 年度未发生与本项目相关的信访

及投诉事件。

（2）公平性

申领对象满意度。本次共收回 30 份调查问卷，其中 2023

年申领过救助资金的会员数为30人，申领对象满意度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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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为进一步加强对困难职工的关心，区总工会按照省、市

总工会要求，明确 2023 年将低保、低收入等符合条件的工

会会员、出现意外灾害（水灾、火灾等）和特急重病需救助

的困难职工作为送温暖重点关注对象。

2023 年实际开展紧急救助人数约 39 人，发放慰问金共

126000 元；开展季度救助人数约 233 人，发放慰问金共

139800 元。通过为困难职工提供季度救助和紧急救助，使其

困难状况得到缓解，使广大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

困难职工的关怀和帮扶，充分发挥工会帮扶工作在社会救助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和谐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2023 年度未发生与本项目相关的信访及投诉事件。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项目政策可持续性可进一步提升。一是宣传渠道较为单

一。经现场沟通了解，对于救助政策的宣传工作主要通过镇

街总工会在企业组建工会的时或企业工会来了解时口头宣

传，渠道较为单一。虽从本次调查问卷获知政策知晓率约为

100%，但调查问卷样本不足，也可能存在不准确地代表目标

人群的情况。二是政策可持续性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本项

目 2024 年仍有经费安排，救助政策具有可持续性，但在实

施过程中未跟踪了解过救助申请对象的后续需求，也未进行

过满意度问卷调查。

六、相关建议

（一）政策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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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大救助政策宣传力度。救助工作涉及地区范围广、

单位类型众多，宣传发动和组织动员的有效性应不断提高。

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困难职工救助工作的宣传，并通过微信群、

QQ群和宣传手册等方式大力宣传与困难职工帮扶有关的内

容，提高相关政策和活动的社会了解力度，让广大职工特别

是突发困难职工知晓救助政策。

二是增强政策的惠及面和回应性。一方面，增强对救助

对象的后续生活状况持续关注，如采取电话抽查、入户回访

等多种方式对资金发放进行跟踪，保证资金使用效果。另一

方面，应设法挖掘真实需求，创造条件逐步提高政策覆盖率

及惠及面。

三是及时进行工作总结。作为经常性项目，建议及时对

以往年度项目实施所取得的成绩进行系统总结，汇总关键数

据和典型图片，更生动的体现本项目绩效。

（二）项目管理方面建议

一是加强对下级业务指导与监督。一方面，规范申请材

料审核工作，确保申请材料中审核栏填写完整，如审核意见、

审核时间等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方式

对镇街工作开展监督，以避免其不作为隐藏申请需求。

二是开展基层工会帮扶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基层工会帮

扶工作人员为一线工作者，需深入学习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有

关文件精神，建议开展针对性的帮扶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不

断提升其自身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思维方式，总结帮扶工作

中的特色做法，不断提高困难职工满意度。

三是提高档案管理意识，规范管理流程。一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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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进行档案的建立与保管，项目立项、实施、验收等过

程中涉及的材料均应妥善保管并整理成档案，重要材料应电

子化保管，作为绩效佐证材料。同时，重视项目档案的管理

和移交工作，避免因出现人员调离而无法有效衔接的情况。

另一方面，加强业务部门与财务联动管理，优化政策实施台

账管理，保持基础数据口径一致，提高政策绩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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