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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一、项目基本情况一、项目基本情况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一）项目概况（一）项目概况（一）项目概况

1.1.1.1.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惠州市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目前全市有 1 个少数民族乡、

9 个少数民族村（居）委会、88 个村民小组，龙门县蓝田瑶族乡

是全省 7 个少数民族乡之一。农村少数民族有瑶族和畲族两个民

族。主要分布在龙门县蓝田瑶族乡、博罗县横河嶂背畲族村和惠

东县平山街道、多祝镇的部分村民小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是中

央财政设立的用于支持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扶

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改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件的专项资金，

是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组成部分。

2.2.2.2.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情况

2015-2016年度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共资助3个县区18个项目，

涉及资助金额 1000 万元。依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使用范围，其

中博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支持 3 个项目，涉及资助金额 100 万元；

惠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支持 3 个项目，涉及资助金额 55 万元；龙

门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支持 12 个项目，涉及资助金额 845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国家及省有关扶持政策要求，结合惠州市少数民族工作

实际，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重点安排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

少民族发展、“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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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试点、扶持特困、散居民族和少数民族深度贫困群体发展及

拾遗补缺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特殊困难等方面的项目。

阶段性目标：按时保质完成 2015、2016 年度 3 个县区 18 个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分别为改善村民生活环境，解决人畜及

生活用水饮水需求问题、改善村民行路和运输难问题、解决乱摆

乱卖和交通混乱现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 个；增加村集体

经济和农民收入提高畲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解决村内剩余劳动力

问题，开展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3 个；加强教育事业发展、改善村

容村貌和传承保护畲族文化为目标，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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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少数民族发展项目依据《关于下达 2015 年度市级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的通知》（惠财农〔2016〕10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市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通知》（惠财农〔2016〕138 号）批

复下达 2015、2016 年度财政资金 1000 万元，资金已足额并及时

到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博罗县、惠东县、龙门县三县区财政

局、民族宗教局收到财政资金后对已审核通过的项目按进度拨付

专项资金。

2015、2016 年度各安排市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500 万元，两

年共计 1000 万元。用于 18 个项目，目前已完成 6 个，正在实施

12 个，共支付资金 376.1 万元，资金支出率为 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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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具体支出情况项目具体支出情况项目具体支出情况项目具体支出情况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县区县区县区县区
资助金额资助金额资助金额资助金额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支出金额支出金额支出金额支出金额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 嶂背畲族村山茶种植项目 博罗县 30 30

2
嶂背村畲族村基础设施

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博罗县 65 -

3
嶂背畲族耀伟小学校园传统

文化宣传栏项目
博罗县 5 5

4
多祝镇长坑村南二畲族村民小组

供水工程项目
惠东县 20 20

5
多祝镇长坑村南二畲族村民小组

农用桥修建工程项目
惠东县 5 5

6 多祝镇永和畲族新村茶叶种植项目 惠东县 30 -

7 瑶乡市场建设工程 龙门县 30 29.27

8 特色教育打造工程 龙门县 98 49.02

9 到流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龙门县 7 7

10 小洞、上东村精准脱贫产业发展项目 龙门县 100 100

11 市政主干道路灯安装工程 龙门县 88 52.5

12 村级路灯安装工程 龙门县 62 46

13 张坑桥建设工程 龙门县 60 10

14 新星村文化广场建设 龙门县 40 6.45

15 到流村文化广场建设 龙门县 20 20

16 小洞村文化广场改造工程 龙门县 25 0.35

17 瑶乡市场升级改造工程 龙门县 25 -

18
村级道路硬底化建设

乡级以下配套资金项目
龙门县 290 -

二二二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

本项综合得分 80.37 分，绩效等级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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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2015-20162015-20162015-2016年度惠州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评分表年度惠州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评分表年度惠州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评分表年度惠州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评分表

一级一级一级一级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评审评审评审评审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综合综合综合综合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绩

效

影

响

（50）

前期准备（20）

决策过程 7 5.67 6.00 5.90

目标设置 7 5.00 5.67 5.47

保障措施 6 4.33 4.67 4.57

资金管理（17）

资金到位 4 3.67 3.67 3.67

资金支付 5 3.67 3.50 3.55

支出规范性 8 5.33 6.00 5.80

事项管理（13）
实施程序 8 6.00 6.33 6.23

管理情况 5 3.33 4.00 3.80

绩

效

表

现

（50）

经济性（5） 预算（成本控制） 5 4.00 4.00 4.00

效率性（10）

项目实施时间和计划
相符程度 5 3.67 3.50 3.55

项目（工程）实施后

目标完成情况
5 3.67 4.00 3.90

效果性（30）

受益群众覆盖程度 7 6.00 6.33 6.23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6 5.33 5.00 5.10

带动就业、提高少数民族
群众收入水平 6 5.00 5.00 5.00

促进民族地区文化、
教育事业发展 6 5.00 5.33 5.23

可持续发展 5 3.67 4.33 4.13

公平性（5） 公共属性（满意度） 5 4.00 4.33 4.23

总分总分总分总分 100100100100 77.33 81.67 80.37

（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

1.1.1.1.立足民生工程项目，实惠受援地群众。立足民生工程项目，实惠受援地群众。立足民生工程项目，实惠受援地群众。立足民生工程项目，实惠受援地群众。

在 2015-2016 年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资助项目中，设立了基

础设施建设工程共 10 项，包括供水工程、桥梁修建、道路及周边

工程、生活区环境改造等内容，这批项目的实施，极大地解决了

少数民族群众行路难、饮水难等实际困难及问题，极大改善当地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也让当地群众宣传和了解了党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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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温暖人心，可称之为协调民族关系，增

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钱；起到了其他部门资金难以

替代的特殊作用。

2.2.2.2.因地制宜，逐步夯实受援地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逐步夯实受援地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逐步夯实受援地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逐步夯实受援地产业发展基础。

扶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脱贫并非朝夕之事，既要问民情、

知民情，又要研判分析、精准规划。惠州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农村

地区脱贫奔富的核心是充分利用了贫困地区自然资源优势，找准

路子，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发展适应本地区环境资源特征的特色产

业。博罗县与惠东县茶园种植项目的实施，既保护了当地的生态

环境，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龙门县将养殖产业发展覆盖到村，

强化了致富门路。把产业发展作为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

全力推进骨干产业发展，确保每个乡镇有 1-2 个主导产业，每个

村有骨干增收项目，逐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不但享受增收与红

利，而且注重把产业链接到每一个贫困户，增强贫困户的自我发

展能力，逐步夯实受援地产业发展基础。

3.3.3.3.落实教育及文化领域基础投入，丰富地区民族文化生活。落实教育及文化领域基础投入，丰富地区民族文化生活。落实教育及文化领域基础投入，丰富地区民族文化生活。落实教育及文化领域基础投入，丰富地区民族文化生活。

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对少数民族群众实施扶智，改善与优化教

学的软硬环境，使少数民族群众能开阔视野，增强致富本领，增

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力；二是文化广场的建成，不仅可以

满足乡、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地

区民族文化生活，也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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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该地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

示范意义。

4.4.4.4.发挥民族工作部门职能，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发挥民族工作部门职能，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发挥民族工作部门职能，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发挥民族工作部门职能，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

惠州市民族工作部门认真抓好扶持民族地区专项资金项目各

项工作，充分发挥了民族专项资金的支点作用。各地区也成立了

资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民族工作部门注重

做好对实施项目质量检查，设置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检查

表》，同时对项目实施单位要求严格按项目规程实施，确保安全

施工；目前所完成的项目，当地群众的满意度较高，达到的群众

满意、政府满意，获得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二）存在问题（二）存在问题（二）存在问题（二）存在问题

1.1.1.1.项目特点不够突出，灵活性不够。项目特点不够突出，灵活性不够。项目特点不够突出，灵活性不够。项目特点不够突出，灵活性不够。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作为专项扶持民族地区发展资金，设立时

间不长，但应该具备自身的投放特点，扬长避短体现投放优势。

但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中投放要求和项目扶持的实践来

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与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有一定的共性目标，

同时目前各县区的项目库的构建，在立项选取时是偏于基础设施

建设的项目，自身特点不突出，容易在项目安排时造成与其它资

金内容雷同、项目重复、缺乏灵活性的问题，不利于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的健康成长。

2.2.2.2.项目资金监管，力度有待强化。项目资金监管，力度有待强化。项目资金监管，力度有待强化。项目资金监管，力度有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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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和省市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管

理和监管督查办法，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科学

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但在现场评价座谈调研中，可看出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项目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存在的有待完善

的地方，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项目资金量少面广，

难以做到精细跟踪及管理；二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对项目管理工作

不熟悉，个别人员素质不高，容易造成项目管理、项目资金实施

运行过程中监管的不力。

3.3.3.3.项目实施进度相对滞后项目实施进度相对滞后项目实施进度相对滞后项目实施进度相对滞后。。。。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目前资金支出率偏低，一方面，由于项

目可研、钻探、设计、预算、审图等前期工作均需通过“中介超

市”摇珠产生具有资质的公司编制。有中标的编制单位都是市外

或省外的公司，离民族地区路途遥远，与业主单位沟通不方便，

且编制效果达不到业主单位的要求，造成修改编制材料需要时间

过长。有些中标公司甚至因价钱不高中途退出或超期完成等，导

致前期手续时间漫长，影响项目实施进度。

4.4.4.4.项目可持续性有待加强项目可持续性有待加强项目可持续性有待加强项目可持续性有待加强。。。。

在各项目完工后，有待进一步落实基础设施的运维工作。一是各

地区文化广场建设后的后续安排，包括场地的运营维护、举办各类活

动与交流等，避免完工后使用率不高的情况出现。二是便民设施完成

后，需落实相关的后续维护安排，如龙门县路灯安装设置后的运行维

护、惠东县供水工程完工后计费与运维成本的摊算等，只有如此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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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基础设施其应有作用。

三三三三、、、、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

（一）结合当地实际，优化项目库与项目选取。（一）结合当地实际，优化项目库与项目选取。（一）结合当地实际，优化项目库与项目选取。（一）结合当地实际，优化项目库与项目选取。

结合我省民族地区的实际，建议在今后五年的项目安排中，

在抓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逐步向教育文化事业倾斜发展。抓好

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有机结合；经

济发展与地区少数民族增收有机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有机结合，拓宽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渠道，加快实现惠州市

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二）加大项目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力度。（二）加大项目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力度。（二）加大项目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力度。（二）加大项目实施和管理的统筹协调力度。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点多面广，对当地的客观环境和人员

素质对项目的执行和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惠州市及各县区民族

宗教事务局作为统筹管理机构，要加大对项目实施和管理的统筹

协调力度，特别是项目实施的资源调控、人力保障、规范程序、

监理管控、信息收集、资料归档保全等全过程跟踪管理，保证项

目在执行过程中，安全、有效、保质保量完成。具体包括：一是

在项目执行前期，与财政部门商议优化政策，减少论证规划时间；

二是在工程项目的实施中，要充分考虑应对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

的措施和资金；三是村级项目管理和维护制度需要健全，如果涉

及需要村民付费使用相关设施（如收取水费）需要加强前期的调

研；四是项目预算需要更加科学，防止经费超出预算。四是加强

项目档案记录和管理，特别是项目实施前后资料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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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投入，助推地区精准扶贫。（三）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投入，助推地区精准扶贫。（三）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投入，助推地区精准扶贫。（三）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投入，助推地区精准扶贫。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要更多发挥当地的积极性，充分考虑

惠州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资源、人文、环境等现状，前期论证

和组织实施环节进一步细化，在组织落实、程序规范、竣工验收

和投入使用方面除了依靠各县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及项目监理单位

外，可充分发动当地的有效力量和积极性，让多方资源（人力财

力物力等）参与其中，体验和配合管理，不断提高其对少数民族

发展工作的认同感、归属感，激发乡贤和村民建设家乡的热情，

将这种热情转化为精准扶贫的推动力。

（四）加强后续工作跟踪与落实。（四）加强后续工作跟踪与落实。（四）加强后续工作跟踪与落实。（四）加强后续工作跟踪与落实。

落实后续工作的职责与资金安排，相关的民生工程及文化活

动场馆建设，在完工后由当地管理部门依据财力，进一步落实后

续跟踪管理与运营维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