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补助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093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52 552 26.31 10 4.77 0.4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52 552 26.31 -- 4.77 --

          省级财政资金 0 0 0 -- 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我中心通过收集、采集等形式，共完成15人的调查记录提高和拍摄准备工作，分别是冀萍、贾炳正、任跟心、王艺
华、张爱珍、黄凤兰、武兴、张福、栗四文、贾天仓、范增、张文亮、赵光晋、葛原生、柳惠武。

中央转移支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补助经费552万元，支出26.31万元，
为视频拍摄费、咨询费、差旅费。此为两年期项目，截止2021年使用完毕。1、2020年，受疫情影
响，拍摄团队无法深入各传承人所在地进行采访和录制工作，中心工作有所放缓。

2、按文旅部的新要求，抢救性记录工作进入提升质量的高要求阶段，上半年我中心全力组织了“
回头看”，对以往项目进行了补充、修改、完善。

3、2020年9月中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记录工程采购项目备案，11月采购代理机构发布公告，12月初
开标。省中心2020年抢救性记录资金被冻结，因在公示期无法签订合同和办理支付。待结转资金下
达后第一时间签订合同，支付已招标项目资金；接下来迅速启动剩余6名传承人记录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个传承人的记录要形
成原始资料、文献片、

综述片、工作卷宗
4套资料/人 10 0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
记录工程

15人 10 0

质量指标

拍摄照片要求

像素在1000万以上，放大至12寸后不
模糊；格式一般要求为JPEG，关键环

节要求RAW格式；照片应保持原真性，
不做任何修改

10 0

综述片 每个时长0.5小时 10 0

文献片包括口述片，项
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

每个时长上不设限，口述片一般不低
于5小时

10 0

摄影要求

1080p的分辨率拍摄（或所用机型的最
高分辨率），码率应为50Mb或35Mb每

秒（或所用机型的最高码率），用PAL
制25帧录制。画幅比例应为16:9，如

无此画幅比例，应设为4:3。摄影应使
用手动光圈、手动白平衡、手动对焦

10 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底完成 10 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完成对传承人技艺的全

貌记录

包括绝活、学艺经历、文化价值、口

述、宣传的记录
10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被记录的传承人满意度 ≧90% 10 0

总分 100 0.48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项目实施和预算
执行情况及分析

中央转移支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补助经费552万元，支出26.31万元，为视频拍摄费、咨询费、差旅费。此为两年期项目，截止2021年
使用完毕。1、2020年，受疫情影响，拍摄团队无法深入各传承人所在地进行采访和录制工作，中心工作有所放缓。
2、按文旅部的新要求，抢救性记录工作进入提升质量的高要求阶段，上半年我中心全力组织了“回头看”，对以往项目进行了补充、修改、完善。
3、2020年9月中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记录工程采购项目备案，11月采购代理机构发布公告，12月初开标。省中心2020年抢救性记录资金被冻结，因在公示期无法签
订合同和办理支付。待结转资金下达后第一时间签订合同，支付已招标项目资金；接下来迅速启动剩余6名传承人记录工作。

产出情况及分析
我中心资金使用年限为2020-2021年，2022年文旅部实施项目验收。2020年9月中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记录工程采购项目备案，11月采购代理机构发布公告，12月初
开标。省中心2020年抢救性记录资金被冻结，因在公示期无法签订合同和办理支付。待结转资金下达后第一时间签订合同，支付已招标项目资金；

效益情况及分析 暂未开始对传承人技艺的全貌记录，待财政冻结资金批复后，即刻开展记录工作。

满意度情况及分
析

暂未开始对传承人技艺的全貌记录，待财政冻结资金批复后，即刻开展记录工作。

主要经验做法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按照文旅部要求，国家级传承人记录为2年期工作，第3年验收。因我中心尚有2017年度传承人记录成果存在遗留问题，故中心将2020年定为记录工作质量提升年，
将精力集中在往年记录成果的修改提高上，加之受疫情影响，故2020年度预算下达后，未按时开展新的传承人记录工作。以往记录工作整改完成后，至2020年9月
才启动新的记录工作招标程序，12月完成招标，招标金额258万元。期间，省财政于11月20日对事业发展类项目资金进行了冻结,并督促加快支付进度，由于当时招
标结果处在公示期，无法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导致525.79万元不能申请资金解冻，年底被财政收回。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1、严格按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开展记录工作，严格招标标准，选拔优质团队。聘请高水平学术专员对工作进行把
关。
2、把控时间进度。做到当年招标、当年开展工作、当年完成工作、当年完成支付，设置保证金作为后续修改提高的保障。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重点项目保护补助）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重点项目保护补助）

主管部门 093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 40 40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0 40 40 -- 100 --

          省级财政资金 0 0 0 -- 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我中心共完成1期培训任务，根据年初申报培训方向开展培训工作 。

中央转移支付重点项目保护（山西面塑传承人群研培）补助40万元，支出40万元，其中传承人培训费24.7185万元，面塑宣传片制
作费6万元，面塑艺术展览费5万元，面塑资料印刷费3.955万元，零星支出0.326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山西面塑传承人群培训

班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是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2020）的组成部分。培训班于8月23日至9月23日在省中心举办，30名学员来自全省
10个市，其中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 22人，8人为中心特邀年轻传承者。

面塑培训课程采取课堂教学、现场示范、跨界交流、实地采风、创作实践等多种形式进行。省中心精心挑选省内外知名教授学者 、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深从业者组成师资力量，从文化政策的解读、传统文化、民俗与面塑、面塑的设计制作、传承发展、文化挖
掘、品牌建设、传播推广、与旅游融合、与餐饮融合等方面展开。

创作实践课通过学员的切磋交流 ，相互激发灵感，提升了各自的面塑本领。每周的采风活动和跨界交流 ，学员们与静物对话、与手
艺人的思想碰撞，通过领略艺术的不同表达方式 ，拓宽眼界，提升艺术素养。
培训班大部分学员来自农村，长期默默坚守面塑艺术，虽经济收入有限却不改初心 。因此，中心一开始就确定让学员学习有收获 ，

作品有展示的工作思路，力争通过举办展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面塑艺术 ，扩大山西面塑影响，提高面塑传承人群社会地位和
经济效益。9月22日，由山西省文旅厅主办，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太原美术馆承办的“撷彩大地  面中乾坤——山西
面塑艺术展”在太原美术馆开展，400件展品大部分是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 、创作成果。因此，展览既是山西各地面塑代表作品
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山西面塑培训班学员的学习成果汇报 。展览吸引了众多面塑爱好者参观 ，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十余家媒体

对展览进行了报道。
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记录传承人，组织开展
搜集、整理传统面塑

2人 2本书 0人 9 0 我中心未记录传承人，印刷《面花研培资料汇编》和《山西面塑作品集》

定期开办培训课程 30人 30人 9 9

质量指标
展示展演 2场 1场 1场 9 9

传承推广 2023年底完成 2020年底完成 2020年底完成 9 9

时效指标 进院校进景区进社区 2021年底完成 2020年底完成 2020年底完成 9 9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进院校进景区进社区 2021年底完成 2020年底完成 2020年底完成 9 9

传承推广保护
“定襄面塑保护、传承
、创新、发展”学术研

讨会
举办山西面塑艺术展 100% 9 9

可持续影响指标 知名度 推广到全国 100% 9 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广大爱好群众满意度 95% 95% 9 9

老艺人、农户、传承人 
满意度

90% 90% 9 9

总分 100 91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项目实施和预算

执行情况及分析

中央转移支付重点项目保护 （山西面塑传承人群研培 ）补助40万元，支出40万元，其中传承人培训费24.7185万元，面塑宣传片制作费6万元，面塑艺术展览费5万元，面塑资料印刷费

3.955万元，零星支出0.326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山西面塑传承人群培训班由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承办，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2020）的组成部分。培训班于8月23日至9月23日在省中心举办，30名学员来自全省10个市，其中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

人22人，8人为中心特邀年轻传承者 。

面塑培训课程采取课堂教学 、现场示范、跨界交流、实地采风、创作实践等多种形式进行 。省中心精心挑选省内外知名教授学者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深从业者组成师资力量 ，从文化

政策的解读、传统文化、民俗与面塑、面塑的设计制作、传承发展、文化挖掘、品牌建设、传播推广、与旅游融合、与餐饮融合等方面展开。

创作实践课通过学员的切磋交流 ，相互激发灵感，提升了各自的面塑本领 。每周的采风活动和跨界交流 ，学员们与静物对话、与手艺人的思想碰撞，通过领略艺术的不同表达方式 ，拓宽

眼界，提升艺术素养。

培训班大部分学员来自农村 ，长期默默坚守面塑艺术 ，虽经济收入有限却不改初心 。因此，中心一开始就确定让学员学习有收获 ，作品有展示的工作思路，力争通过举办展览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山西面塑艺术，扩大山西面塑影响，提高面塑传承人群社会地位和经济效益 。9月22日，由山西省文旅厅主办，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太原美术馆承办的“撷彩大地  

面中乾坤——山西面塑艺术展”在太原美术馆开展，400件展品大部分是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 、创作成果。因此，展览既是山西各地面塑代表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 ，也是山西面塑培训班

学员的学习成果汇报。展览吸引了众多面塑爱好者参观 ，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十余家媒体对展览进行了报道 。

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

产出情况及分析
1、举办一场为期30天30人次的面塑培训费；2、拍摄了一部面塑宣传片 ；3、在太原美术馆承办一场“撷彩大地  面中乾坤——山西面塑艺术展”共400件展品；4、印制《面花研培资料汇

编》和《山西面塑作品集》。

效益情况及分析 研培班的完满完成，提高了传承人技艺水平。“撷彩大地  面中乾坤——山西面塑艺术展”的成功举办，对面塑起到了传承推广保护的作用 ，提升了山西面塑的知名度 。

满意度情况及分

析
广大爱好群众及传承人等满意度均超过既定目标值 。

主要经验做法

中心本着节俭办班和资金利用最优化的原则 ，在保障学员食宿的基础上 ，将资金优先用于教学、采风及面塑艺术展：对会议室进行调整布置用于培训班教学和实践场所 ；与所在物业餐厅

协商，设置学员食堂，方便学员用餐；协商附近酒店，以优惠价格用于学员住宿 ，节约学员往返省中心时间 。结余资金用于聘请国内知名学者 、教授的课堂教学、采风教学、山西面塑艺

术展及山西面塑资料印制，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学员和社会的双方好评 。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前期资金申报时预算及绩效指标与研培班实际展开后支出及工作有一定的误差 。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今后开展相关工作，前期应考虑的更加完善，合理分配资金。



“三区”文化人才专项资金（省级） 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三区”文化人才专项资金（省级）

主管部门 093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 1 1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1 1 1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保障乡镇文化站工作日常开展 ，保证有人有站有设备；目标2：为“三区”培养一定数量的文化

业务骨干和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者 ，从而提高“三区”文化人才素质；目标3：通过选派优秀专业技术

人员赴基层，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水平提升 。

我单位“三区”工作总体服务和培训时间能够达到 90%以上，服务项目

达到预期目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

财务规定，规范资金使用与经费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选派基层文化工作者数

量
1人 1人 12.9 12.9

质量指标 优秀工作者选派比例 100% 100% 12.85 12.85

时效指标 选派工作及时性 强 100% 12.85 12.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派驻人员覆盖率 100% 100% 12.85 12.8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三区文化工作的影响 有效 100% 12.85 12.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单位满意度 ≥90% 90% 12.85 11.57

选派人员满意度 ≥90% 90% 12.85 11.57

总分 100 97.44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我单位“三区”工作总体服务和培训时间能够达到 90%以上，服务项目达到预期目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能够做到严
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财务规定 ，规范资金使用与经费管理。

产出情况及分析
我单位选派基层文化工作者人数为 1人，达到年度设定的1人标准，优秀工作者选派比例为100%，同时，该工作人员按

时完成既定支援工作，确保支援任务的高效完成。

效益情况及分析
我单位派驻工作人员覆盖率为 100%，达到既定目标指标值，该工作人员及时到位，运用专业知识有针对性的对被派驻

单位产生积极影响。

满意度情况及分析 服务单位和选派人员满意度均超过 90%。

主要经验做法
我单位“三区”人才专项工作能够及时总结项目实施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坚持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将项目

落在实处，在实施中总结经验，在经验中寻找亮点。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选派人员的经费使用方式和标准有待提高和完善 。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1、增强帮扶的针对性和连续性。
2、建议强化领导组织，加强对帮扶地人才队伍的学习培训 。

3、加快完善各类制度及管理体系 。



“三区”文化人才专项资金（中央） 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三区”文化人才专项资金（中央）

主管部门 093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 1 1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 1 1 -- 100 --

          省级财政资金 0 0 0 -- 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保障乡镇文化站工作日常开展 ，保证有人有站有设备；目标2：为“三区”培养一定数量的

文化业务骨干和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者 ，从而提高“三区”文化人才素质；目标3：通过选派优秀

专业技术人员赴基层，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水平提升 。

我单位“三区”工作总体服务和培训时间能够达到 90%以上，服务项目

达到预期目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

财务规定，规范资金使用与经费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选派基层文化工作者数

量
1人 1人 12.9 12.9

质量指标 优秀工作者选派比例 100% 100% 12.85 12.85

时效指标 选派工作及时性 强 100% 12.85 12.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派驻人员覆盖率 100% 100% 12.85 12.8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三区文化工作的影响 有效 100% 12.85 12.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单位满意度 ≥90% 90% 12.85 11.57

选派人员满意度 ≥90% 90% 12.85 11.57

总分 100 97.44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
情况及分析

我单位“三区”工作总体服务和培训时间能够达到 90%以上，服务项目达到预期目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能够做到严
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财务规定 ，规范资金使用与经费管理。

产出情况及分析
我单位选派基层文化工作者人数为 1人，达到年度设定的1人标准，优秀工作者选派比例为100%，同时，该工作人员按

时完成既定支援工作，确保支援任务的高效完成。

效益情况及分析
我单位派驻工作人员覆盖率为 100%，达到既定目标指标值，该工作人员及时到位，运用专业知识有针对性的对被派驻

单位产生积极影响。

满意度情况及分析 服务单位和选派人员满意度均超过 90%。

主要经验做法
我单位“三区”人才专项工作能够及时总结项目实施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坚持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将项目

落在实处，在实施中总结经验，在经验中寻找亮点。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选派人员的经费使用方式和标准有待提高和完善 。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1、增强帮扶的针对性和连续性 。
2、建议强化领导组织，加强对帮扶地人才队伍的学习培训 。

3、加快完善各类制度及管理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