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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安装及抗旱打井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为确保湛河区宁洛高速沿线农田灌溉机井安全和满足

荆山街道高庄村和景庄村农田灌溉需求，湛河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根据湛河区政府统一部署，启动 2023 年湛河区农业

农村和水利局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安装及抗旱

打井资金项目。

（二）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湛河区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安装及抗旱打

井资金项目预算金额为 16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5.8万元，

预算执行率 99.18%，实施内容为宁洛高速两侧农田机井采购

井台、井盖并安装，共计 85套，分布 8个村庄，新打机井 6

眼，涉及 2个村庄。项目工程建设任务均已完成，并完成验

收、移交工作；井台井盖购置安装采购均已完成，并移交给

各村委会。

（三）绩效目标

本次评价项目绩效目标为新打机井 6眼，井台井盖购置

安装 85 套。项目实施后有效避免了人身伤害事故发生，确

保了机井安全，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可以较好发挥项目区高

效特色农业种植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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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目的、对象与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旨在对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

安装及抗旱打井资金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及发挥的效益进

行全面、科学、公正、客观评价，以期提高财政补助资金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后续类型项目资金的使用提供参考。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

安装及抗旱打井资金项目。

评价资金范围：湛河区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

置安装及抗旱打井资金项目涉及资金总额15.8万元，全部为

湛河区财政资金。

评价时间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评价原则与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坚持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分级分类、突

出绩效、问题导向的评价原则，分别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

准、历史标准等评价标准，全面系统分析专项资金从立项决

策、过程管理、成果产出和实施效果，综合考察专项资金实

施绩效。本次评价指标体系从项目设立的目的出发，按照“决

策-过程-产出-效益”的逻辑路径分层设定，设置项目决策、过

程、产出、效果等 4个一级指标，权重依次为 15分、30分、

30分、25分，下设 12个二级指标和 22个三级指标。

（三）评价实施过程

根据湛河区财政局对于本次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

盖购置安装及抗旱打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安排与部署，本

次绩效评价共包括 3个阶段，评价期间为 2024年 9至 2024



3

年 11月。

三、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整体评价结论

总体来看，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安装及抗

旱打井资金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基本规范；项目资

金管理层面，预算编制较为合理，资金使用合规；过程管理

层面，项目采购方式合理、项目验收工作较为规范；产出层

面，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基本完成，建设质量尚可。通过项目

实施有效避免了人身伤害事故发生，确保了机井安全，可以

较好发挥项目区高效特色农业种植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提升了项目周边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

但是从评价组调研情况来看，还存在绩效目标设置不够

科学合理，过程质量控制薄弱，项目实施进度偏慢，与电力

部门统筹协作不畅，项目管护不到位等情况。

（二）得分与绩效等级

评价组根据项目文档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以“科学公

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原则完成了项目评分。

最终项目得分为 84.80分，根据《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豫财效〔2020〕10号）规定的绩效等

级划分标准，绩效等级为“良”。

项目一级指标得分汇总表

指标 A 决策 B 管理 C 产出 D 效益 总分

分值 15 25 32 2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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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11.50 18.50 28.20 26.00 84.80

得分率 76.67% 74.00% 88.13% 92.86% 84.80%

四、主要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成效

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安装及抗旱打井资金

项目完成新建抗旱打井 6 眼、购置安装 85 套井台井盖的任

务，两项设施均已投入使用。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改善了 2

个村庄的农田灌溉条件，确保了 10 个村庄的机井安全，防

止了潜在安全事故的发生，从而有效促进了周边地区农民收

入的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得到明显提

升，展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电力配套建设与灌溉需求衔接不充分，部门通力协作

不足

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水井点位选址受地形条件限

制，距离主干电网较远，电力部门早期在区域电网规划中，

主要围绕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布局，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不断增长的大功率用电需求预判不足，未前瞻性预留适配现

代农业灌溉设备的专用电力接口，导致后期架设灌溉设备时

需临时改造线路，现有电力设施的覆盖范围未能完全匹配水

井灌溉设备用电需求，给农民日常灌溉带来诸多不便，制约

水井灌溉效能发挥，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2.项目管理精细化不足，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未建立完善项目管理制度。项目单位未建立相应项

旅程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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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制度，缺乏清晰的层级和责任划分。影响今后类似项

目财务分析和决策，同时项目的实际成本难以准确核算，可

能造成成本超支或资金浪费情况。

3.运维管护机制不健全，养护工作不到位

一是运维管护制度缺失，运维责任不明确。主管单位尚

未建立起完善的井台、井盖运维管护制度，导致运维责任不

清晰，这种制度的缺失使得养护工作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

范，无法保证项目养护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进而影响了养护

效果。二是运维工作不够扎实，部分设施养护不到位。评价

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存在多处井盖被挪动位置、闲置一旁，

甚至有井圈被抬到路边的现象。这些情况表明机井的安全得

不到有效保障。同时，缺少明确的管护人员和管护安排，导

致项目工程在出现损毁或破坏后，未能得到及时的修整和修

复。

五、有关建议

（一）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强化与相关部门的协作

针对实地调研中发现的宁洛高速沿线机井井台井盖购置

安装项目实施区的水井附近没有配套电箱设施，农民无法使

用电动抽水设备，灌溉效率降低这一问题。评价组认为应尽

快联合农业部门、电力部门共同评估每口水井的具体需求。

增加相应的配套电力设施。同时建立长效运维机制，安排定

期巡检，确保设施持续稳定运行，从而提高灌溉效率，充分

发挥打井工程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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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项目内控管理，提高全流程管理水平

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根据项目的实施目标和范

围，制定并完善项目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

权限，确保项目管理制度能够全面覆盖项目的各个环节。同

时，加强项目管理制度的宣传和培训，提高项目团队的制度

执行力。二是完善工程管理流程。明确项目的开工完工日期，

制定详细的施工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提升施工单位

施工过程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要求施工单位有效编制施工日

志、详细记录施工过程。同时建议聘请有资质的监理单位对

工程质量进行全程监督管理，确保项目完工质量符合标准。

三是加强成本控制与资金管理。项目主管单位应严格控制项

目成本，完善结算与审计等工作流程。建立成本控制机制，

对项目的各项支出进行严格审核和监控。确保财政资金支付

合理、高效利用。

（三）健全运维管护机制，提高养护工作质量

一是主管单位加快制定合理的运维管护制度，制定详细

的养护计划，明确养护内容、周期、责任人等。提高养护人

员的专业技能和责任意识，通过定期巡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

合的方式，对养护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从而保障养护工作的质量和成效。二是建立健全养护

档案，详细记录养护工作的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养护计划

的制定与调整、每次操作的具体记录、检查结果的汇总分析

等，以便于追溯和持续改进。同时，加强公有资产保护的宣

传力度，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周边村民对井盖设施重要性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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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鼓励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井盖设施的日常保护中来，

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共同维护水井设施的

完好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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