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广州市天河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文化、广播电视、旅游、文物

保护、体育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

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统筹规划全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体育业发展，推进

文化、广播电视、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指导监

督全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3.促进全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人才发展，推动高

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4.负责全区重点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设施建设，组

织全区性重大文化、旅游、体育活动和体育赛事，负责天河文化、

广播电视、旅游、体育品牌塑造和整体形象打造及宣传，促进文

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业合作交流。



5.负责推动全区文艺事业发展，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

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

6.负责公共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群众体育事业发展，推

进全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实

施文化、旅游、体育便民惠民工程，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旅游和群

众体育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数字化。

7.负责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普及、弘扬和振兴。负责全区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组织开展

文物的保护抢救和开发利用工作，组织协调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

护，依照权限负责本区文化遗产的申报和管理。

8.统筹规划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产业，组织实施文

化、旅游、体育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推进文化、

旅游和体育产品的培育开发和推广利用，促进文化、广播电视、

旅游和体育产业发展。

9.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和运动项目设置与布局，组织指导

全区青少年体育训练及体育竞赛工作。负责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活动和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监督管理等工作。根据职责分工做好

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配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体育彩票公益金

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指导、协调各部门、社会团体、体育总会

和单项体育协会等开展体育活动，指导学校体育工作。



10.对全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市场经营进行行业

监管，依法规范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市场。负责组织全

区旅游整体形象的宣传和推介，落实旅游行业标准和规范。

11.负责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安全的综合协调和监

督管理，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区级文化、旅游、体育紧急事件和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督促指导文化、旅游、体育应急救援。

12.负责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和体育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

作，组织查处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和体育

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13.负责全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高危险性体育和文物

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与备案，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

14.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3 年，我局领导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

具体部署和市委“1312”思路举措，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

紧紧围绕全区的重点工作，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天河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深化文化惠民，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根据文化强区的工作部署，为推动我区

文化高质量发展，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天河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文件。二是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顺利通过第七次全国图书馆评估一级馆复评，“总馆+分馆+服务

点”三级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现有区级图书馆 1 座，街道分馆

21 座，社会合作分馆 29 座，学校服务点 27 个；区级文化馆 1

座，街道分馆 21 座，社会合作分馆 4 座。推进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天河湿地文化角、后山当代艺术中心等 10 家空间入选

广州新型文化空间展示项目。天河湿地文化角获评“国家级最美

乡村文化空间（创新案例类）TOP1”，是广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

文化空间。三是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持续擦亮“天河迎春花

市嘉年华”“天河龙舟文化节”“广州乞巧文化节”“绚丽天河”

等文化品牌，成功举办 2023 广州乞巧文化节、2023 天河龙舟文

化节系列活动等，不断提升知名度、影响力和覆盖面。坚持“月

月有活动，个个有特色”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今年以来，开展文

化惠民活动约 7219 场次、服务群众 4015.03 万人次（含线上）。

四是支持群众文艺创作。群众文艺创作佳作频出，获得市级以上

共 62 个奖项（国际性 2 个，国家级 4 个，省级 9 个，市级 47 个），

获奖作品涵盖了音乐、舞蹈、美术等多个领域。

2.加强活化利用，稳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一是完善文物保护工作制度。召开天河区文物管理和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委员会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制定印发《天河区文物

保护管理工作制度》《天河区文物保护工程工作指引》。二是积

极推进文物保护工程。对辖区内珠村民居、邓泽如墓等 7 处文物

开展抢险加固或保养维护工作，另正在推进的文物保护工程共

16 项。三是积极开展文物活化利用。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

合作社旧址修缮、展陈活化利用项目，获评广州市第二批文物保

护典型案例。刘氏家庙于 2023 年 7 月完成修缮工程，《木石工

琢·家庙重光——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刘氏家庙建筑工艺展》于

12 月对外开放。四是做好文物日常安全管理。建立“职能部门

—街道—村（居委）”三级联络机制和文物巡查机制，今年以来

共出动 3255 人次，巡查不可移动文物 29288 次。五是健全非遗

保护体系。印发《广州市天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

定与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为广州市第一个区级管理办法，为

我区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开展第八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新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1 名。

对第十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娘妈诞”等 10 个非遗项目通过审议。

3.落实“全民健身”，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一是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管理。组成调研工作小组，对辖

内 138 个健身路径和儿童游乐设施选址进行逐个实地巡查调研

工作，新建或更新健身路径 20 条、维修翻新篮球场 6 个。维修

维护辖内公共体育设施，确保社区公共体育设施正常使用率保持

在到 98%以上。二是组织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打造天河区“国际

垂直马拉松赛广州系列赛”精品区级体育赛事，顺利举办国际垂

直马拉松巡回赛广州珠江城站和万菱汇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

暨“奥体运动城”全民健身周活动等群众体育活动。精心组织“天

河 CBD 杯”羽毛球邀请赛、篮球邀请赛、笼式足球赛系列赛事等

群众体育赛事，累计参与全民健身赛事达 10 万人次，超 20 万人

次受益。三是扎实开展体育后备人才培训。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基

地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辖内体育资源开展业余训练。组队参加

2023 年广州市青少年体育锦标赛 30 个项目夺得 136 枚金牌、73

枚银牌、102 枚铜牌，基础项目成绩突出。培养输送女子篮球运

动员杨力维，在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为中国女子篮球队勇夺冠军

贡献力量。

4.提高服务效能，着力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一是做好行政审批工作。做好全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

体育等领域的行政许可与备案，办理各类审批事项 657 件，其中，

新办证 394 件，其他 262 件。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继续深化



政务服务“一窗”、“一次”改革，提高政务服务标准化，不断

提升审批服务质量。二是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参加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督查激励对象申报工作，入选 2022 年度广州市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督查激励对象。指导推荐正佳广场科学馆分公司

等 61 家企业（63 个项目）申请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其中有 30 家企业（30 个项目）共获得 930 万资金扶持。

正佳广场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项目”20

万专项资金扶持。指导推荐 7 家单位申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其中广州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等 2 个单位获市推荐上报名单。

5.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新业态

一是摸清旅游资源底数。对区内各类旅游资源线索摸查和实

地调研，共收集整理各类旅游资源共计 3530 项，全面掌握域内

旅游资源基本情况，形成《天河区旅游资源普查报告》《天河区

旅游资源名录表》等成果。二是创新培育优质资源。采用先建后

补，以补促建的形式，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全面启动旅游厕所改

造工作。通过合作共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猎德涌公共文旅空间

升级改造项目。依托政策扶持，推动卓美亚酒店成功申报为五星

级旅游酒店，广东方志馆创建申报国家 3A 级景区。三是加强天

河旅游营销推广。设计制作全域旅游宣传地图。与中华老字号“第

一福”强 IP 联名合作。完成一部手机游天河小程序优化升级，



在线发布全域文商旅活动信息和文商旅体项目宣传推广报道137

篇幅。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旧

址等 47 处景点（活动）入选“读懂广州”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名

单。四是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组织广州凯乐石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酷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 6 家旅游体育企业赴龙岩市永定区

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开展文旅对口合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6.强化市场监管，营造安全有序文化市场环境

一是全力开展专项行动。制定《2023 年天河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场所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

案》等，开展剧本娱乐活动、游戏游艺娱乐场所、营业性演出市

场、境外卫星电视接收秩序等专项整治，开展高危险性体育经营

活动场所专项执法检查，开展电竞酒店专项检查行动。二是做好

执法监管工作。开展文旅体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巡查办案，今年以

来共组织出动执法检查 1437 人次，检查文旅体经营单位 644 家

次，责令整改 42 家，办理案件 12 宗，罚款 137000 元，没收违

法所得 24652 元，警告 2 家次。三是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制

定《广州市天河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开展全区文化旅游体

育行业春节期间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的通知》等，开展重要时间节

点、重要行业、重要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组织开展文化

旅游体育行业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游泳场所安全生产专题培训，



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是抓好各类投诉举报处理。

今年共受理12345热线工单19403件，办理网络游戏类工单10436

件，受理涉旅游投诉 2116 宗，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约 62 万元。

收到信访案件共 527 件，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个性诉求，多

措并举化解信访矛盾。

7.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全面做好隔离酒店

费用结算工作，我区集中隔离场所已于 2023 年 1 月 9 日全部有

序平稳退出，累计服务隔离人员 12.9 万人，并于 2023 年 11 月

结清本区隔离场所的所有费用，共计 54778.41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3 年本部门整体基础目标为：通过实施全年各项工作任

务，保障文化艺术中心、各科室正常运转，创作更多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精神、天河特色的优秀文化作品，进一

步提升文旅产业竞争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均衡化、普及性的文体

设施，吸引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训练，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具体绩效指标如下表：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 预期实现值

更新或新建健身路径数量 20条



维修维护天河区辖内公共体育设施 ≥100 件

参加比赛数量 ≥28个项目

举办区中小学生体育比赛项目数量 10个项目

全区性大型培训活动场次 2 次

2022 年我区入境隔离酒店累计接待入境人员 15567 人

2022 年本土隔离酒店累计接待本土涉疫人员 52485 人

推进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 6 处

天河区内旅游资源普查数量 100 项

编制《旅游资源利用规划》数量 ≥1 份

举办群众体育活动数量 ≥7 场次

采购新书质量达标率 100%

购置设备、物料验收合格率 100%

比赛器材质量达标率 100%

活动举办及时率 100%

区图书馆周免费开放服务时长达标 ≥66小时

旅游推广小视频制作完成时间 2023 年 11 月前

非遗展览观展人次 ≥35万人次

年文献外借量 ≥60万册次

图书馆年流通人次 ≥50万人次

全区街道培训覆盖率 ≥80%

体育活动受惠人数 ≥10万人次

辖区内人均体育场馆面积 ≥1.68 平方米



（四）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1.部门整体收入情况

2023年本部门预算收入33226.16万元，调整预算数6859.26

万元，决算数 33124.14 万元，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8588.21 万元，

增长 3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32113.47 万

元，调整预算数 7016.77 万元，决算数 32057.22 万元，比上年

增加 8366.81 万元，增长率 35.3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 1112.7 万元，调整预算数-157.5 万元，决算数 1066.92 万

元，比上年增加 221.40 万元，增长率 26.19%；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调整预算数 0 万元，决算数 0 万元，比

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增长率 0。

2.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3 年本部门决算支出数 33124.1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吸引游客人次 ≥200 万人次

天河区智慧旅游服务平台用户同比增长率 ≥10%

普查成功被采纳应用次数 ≥1 次

文物保护利用程度 逐步提高

提高市民群众的身体素质 实现

文化市场举报、投诉处理结果群众满意程度 90%

群众满意度 ≥95%



3416.80 万元，占比为：10.32%；项目支出 29707.34 万元，占

比为：89.68%）。部门预算执行率 99.69%。从经济性质分类来

看，工资福利支出 2948.85 万元，占比 8.9%；商品和服务支出

28185.53 万元，占比 85.0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13.12

万元，占比 1.25%；资本性支出 469.54 万元，占比 1.42%；对企

业补助支出 1107.10 万元，占比 3.34%。

（五）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2023 年本部门预算申报时编制了部门整体和重点项目绩效

目标和绩效指标，部门整体共设立产出指标 17 个，其中数量指

标 11 个，质量指标 3 个，时效指标 3 个，成本指标 0 个；部门

整体共设立效益指标 13 个，其中经济效益指标 0 个，社会效益

指标 9 个，生态效益指标 0 个，文化效益指标 0 个，可持续性指

标 2 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2 个。

年中，按照区财政局的安排，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前组织本

单位各业务科室对本部门 2022 年部门整体、项目支出开展了绩

效自评。于 2023 年 7 月 30 日前开展了 2023 年 1-6 月部门整体

及重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均按照区财政局的要求将材料在规定

时间内上报区财政局。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3 年我部门整体自评得分 95.88 分，履职效能模块自评



得分 49.38 分，管理效率模块自评得分 46.5 分，较好的完成了

年度总目标。

（二）履职效能分析

履职效能指标分值 50 分，自评得分 49.38 分。本部门结合

部门特点，围绕年度工作任务及重点工作任务，有针对性设置了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包括 17 个产出指标和 13 个

效益指标。

1.整体效能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23 年共设置产出指标 17 个，其中数量指标 8 个，每个指

标评分为 1.18 分，其中完成率在 60%以下的指标有 0 个；完成

率在60-100%的指标有1个，得分为1.179分；完成率在100-150%

的指标有 9 个，得分为 10.62 分；完成率在 150%以上的指标有 1

个，得分为 0.59 分。合计得分为 12.389 分。

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共 6 个，每个指标评分为 1.17 分，其

中完成率在 60%以下的指标有 0 个；完成率在 60-100%的指标有

6 个，得分为 7.02 分；完成率在 100-150%的指标有 0 个；完成

率在 150%以上的指标有 0 个。合计得分为 7.02 分。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总计得分 19.41 分。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2023 年共设置效益指标 17 个，其中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共 11 个，每个指标评分为 1.54 分，其中完成率在 60%以下的指

标有 0 个；完成率在 60-100%的指标有 10 个，得分为 15.4 分；

完成率在100-150%的指标有1个，得分为1.54分；完成率在150%

以上的指标有 0 个。合计得分为 16.94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2 个，每个指标评分为 1.53 分，其中完成

率在 60%以下的指标有 0 个；完成率在 60-100%的指标有 2 个，

得分为3.06分；完成率在100-150%的指标有0个；完成率在150%

以上的指标有 0 个。合计得分为 3.06 分。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总计得分 20 分。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为 99.69%，得分 9.97 分。

（三）管理效率分析

管理效率指标分值 50 分，自评得分 46.5 分。具体情况如下：

1.预算编制，指标分值 3 分，其中新增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

估自评得分 3 分。

2.预算执行，指标分值 4 分，其中结转结余率自评得分 2 分，

财务管理合规性自评得分 0.5 分，合计 2.5 分。

3.信息公开，指标分值 4 分，其中预决算公开合规性自评得

分 2 分，绩效信息公开情况自评得分 1 分，合计 3 分。

4.绩效管理，指标分值 15 分，其中绩效管理制度建设自评

得分 5 分，绩效结果应用自评得分 3 分，绩效管理制度执行自评

得分 7 分，合计 15 分。



5.采购管理，指标分值 10 分，其中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自

评得分 0.5 分，采购意向公开时限自评得分 1.5 分，采购内控制

度建设自评得分 1 分，采购活动合规性自评得分 2 分，采购合同

签订时效性自评得分 3 分，合同备案时效性自评得分 1 分，采购

政策效能自评得分 1 分，合计 10 分。

6.资产管理，指标分值 10 分，其中资产配置合规性自评得

分 2 分，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自评得分 0.5 分，资产盘点情况

自评得分 1 分，数据质量自评得分 2 分，资产管理合规性自评得

分 1.5 分，固定资产利用率自评得分 2 分，合计 9 分。

7.运行成本，指标分值 4 分，其中公用经费控制率自评得分

2 分，“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自评得分 2 分，合计 4 分。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部门整体支出方面存在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前期较为缓慢。

同时个别绩效指标设定的年度目标值过低的问题。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做好绩效运行监控。

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

问题要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同时加强和

规范工作过程记录，以客观体现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建立项目进

度、目标管理台账、并与合同台账街接，适时监督指导项目管理，

提高项目执行进度。



（二）绩效管理方面建议。

一是通过参加绩效培训会、组建工作交流群、第三方中介一

对一现场辅导等方式，加强对业务经办人员的培训，强化绩效管

理意识。二是在设置绩效目标时，遵循“指向明确、细化量化、

合理可行、相应匹配、整体一致”原则，与预算投入规模，支出

内容和政策依据相匹配，结合历史业绩水平数据、发展趋势等因

素，从产出效益多维度考虑设置全面科学核心的个性化指标，客

观体现资金整体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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