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自评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全省文化艺术创作费 （省级）

主管部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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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650.00 649.98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 --

          省级财政资金 800.00 650.00 649.98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计划支持省级2个群文类剧本创作 、5个艺术剧本创作，加强省级文化馆、剧院等艺术作品创
作、加工打磨、排练等，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

2020年共支持省级2个群文类剧本创作 、5个艺术剧本创作，均符合国家主旋律要
求，一定程度推动了全省艺术创作 ，能够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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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文类剧本创作 10-15个 2个 2个 8 8
年度指标值含市县资金支持的

13个，省级应为2个

购买剧本数 5-10个 5-10个 5个 8 8

艺术剧本创作 5个 5个 5个 8 8

质量指标 艺术方向 符合国家主旋律要求 符合国家主旋律要求 符合国家主旋律要求 8 8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1年 1年 8 8

成本指标

购买剧本 小于等于200万元 小于等于110万元 110万元 3 3
年度指标值含市县资金支持的 90万

元，省级应为110万元

群众文化创作经费 小于等于300万元 小于等于50万元 50万元 3 3
年度指标值含市县资金支持的 250

万元，省级应为50万元

购买院团创作剧目 小于等于500万元 小于等于500万元 490万元 4 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场次增长率 增长大于等于10% 增长大于等于10% 10% 8 8

观众上座率 增长大于等于10% 增长大于等于10% 10% 8 8

社会效益 推动艺术创作 有力 有力 比较有力 8 6.4 有待进一步提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受众普及增长率 大于等于5% 大于等于5% 5% 6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专家满意度 大于等于50% 大于等于50% 80% 5 5

群众满意度 ≥80% ≥80% 80% 5 5

总分 100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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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省文化艺术创作费 （省级）主要分为4个方面，一是舞剧《太行山上》、晋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话剧《东征！东征！》《路》、晋剧
现代戏《向阳花开》、话剧《路》5个剧目的创作、加工修改和排练；二是全省群众文艺作品 《保姆县长》《山西好风光》2部作品的进一步打磨提升
和排演、2020年全省群众文艺作品创作 ；三是山西书法院“溯源问道”第十八届山西省书法临摹展暨 “晋书风流”第二届书法院双年展 、山西画院
2020年创作系列活动；四是2020年《中国戏曲剧种全集 ·山西剧种》编撰、督导等工作经费。全年预算650万元，实际支出649.98万元，预算执行率近
100%。

产出情况
及分析

    2020年共支持省级2个群文类剧本创作 ，分别为《保姆县长》《山西好风光》；5个艺术剧本创作，分别为舞剧《太行山上》、晋剧《我们村里的年
轻人》、话剧《东征！东征！》《路》、晋剧现代戏《向阳花开》、话剧《路》。所创剧目均符合国家主旋律要求 。

效益情况
及分析

    2020年通过全省文化艺术创作费补助 ，新增一批优秀剧目 ，各剧目场次增长率达到 10%，观众上座率达到10%，受众普及增长率达到 5%。通过文化
艺术创作补助，能够推动艺术创作 ，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

满意度情
况及分析

    各剧目上演后，均得到专家和观演群众的一致好评 ，满意度达到80%。

主要经验做法
    2020年我厅严格按照《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文化厅关于印发 <艺术创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晋财教〔2015〕278号）、《山西省重点文艺
项目扶持奖励办法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群众文艺项目扶持办法 （试行）》（晋文旅发〔2020〕15号）等规定实施，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较好 。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影响了山西省话剧院整体创排计划 ，为了严格落实党中央 、省委省政府及上级部门有关疫情防控的要求 ，减少聚集，
话剧《东征》的创排时间被迫延后 。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下一步我厅将督促各项目单位按照既定计划完成剧目创作及排练等 ，早日上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献礼。



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资金（省级）

主管部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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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0 121.60 118.60 10 97.53% 9.7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 --

          省级财政资金 228.00 121.60 118.60 -- 97.53% --

          市县(区)财政资金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塑造“山西三宝”品牌，建设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提高传统工艺美术社会影响度
、提升知名度，弘扬传承传统文化，壮大文化产业。

2020年资金主要用于“山西三宝”品牌建设，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建设，对于提
高传统工艺美术社会影响度、提升知名度，弘扬传承传统文化，壮大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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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惠及人次 5000人 5000人 5000人 20 20

质量指标 项目绩效合格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90% 15 15

时效指标 项目资金下达时间 及时 及时 及时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传统工艺美术社会知名度 大幅提升 大幅提升 较大提升 8 6.4 提升较大

资助项目惠及人次 大于等于10000人 大于等于10000人 10000人 8 8

生态效益 项目绿色环保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90% 6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传统工艺美术社会影响度 大幅提高 大幅提高 较大提高 8 6.4 提升较大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大师传承人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90% 10 10

总分 100 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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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资金（省级）主要用于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申报的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建设、“山西三宝”品牌
建设。其中，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是由山西艺术职业学院于2019年底申报成功、负责具体建设工作，我厅对项目预算经费的推进、
使用以及项目建设的进度进行及时跟踪和监督；“山西三宝”是2019年12月5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在巡视山西省第四届文博会会场时指出，珐华器、推
光漆器、澄泥砚是当之无愧的“山西三宝”，并强调，要把“山西三宝”推向国际，进一步弘扬传承传统文化，壮大文化产业。随后，山西省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提升“山西三宝”等工美产品影响力，加快发展千亿元特色优势文化产业。9月4日至9月9日，“山西三宝”首次
走出省域，亮相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化贸易专题的第十五届北京文博会，在国家级展会的平台上向中外来客绽放光华，展示山西非遗
技艺的恒久魅力，呈现山西塑造品牌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风貌，传递山西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气象。
    预算执行方面，2020年本项目全年预算121.60万元，实际支出118.60万元，预算执行率97.53%。

产出情况及分
析

    2020年主要用于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申报的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建设、“山西三宝”品牌建设，项目资金及时支付至项目建设单
位，项目实施惠及5000人次。

效益情况及分
析

    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资金，主要用于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申报的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建设、“山西三宝”品牌建设，对于提高
传统工艺美术社会影响度、提升知名度，弘扬传承传统文化，壮大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满意度情况及
分析

    通过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资金资助，塑造“山西三宝”品牌，建设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能够提升大师传承人和工艺美术企
业的积极性，促使其不断发掘、继承和保护我省传统工艺。经抽样调查，大师传承人满意度达到90%。

主要经验做法

    为推动山西工艺美术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山西工艺美术的传承与振兴，根据《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国传统工艺
振兴计划》等有关保护和促进工艺美术发展政策，结合我省实际，2020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振兴工艺美术行业工作方案》（晋
政办发〔2020〕21号），为山西省工美产业发展，为塑造“山西三宝”品牌明确了目标，提供了路径，对于激发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活力，激发“
山西三宝”技艺传承人们和“三宝”所在地相关部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0年我厅严格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振兴工艺美术行业工作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21号）和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晋财建〔2020〕31号）文件要求开展工作，本次绩效自评中未发现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下一步，我厅将继续支持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博物）馆建设、“山西三宝”品牌建设，塑造“山西三宝”品牌、引领山西传统工艺美术行
业进步，促进山西文化产业、文旅产业壮大，为山西转型发展添砖加瓦。



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旅游厕所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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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1200.00 1200.00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 --

          省级财政资金 1200.00 1200.00 1200.00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部署，我省启动新一轮“厕所革
命”，制定了《山西省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三年内新建和改建
厕所2500座，其中2020年计划新建改建500座，重点加强旅游公路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景区
、乡村旅游点、旅游城市等的厕所建设，并严格按国家《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
准新建或改建旅游厕所，旅游厕所达标率达到100%；提升旅游厕所服务质量和水平，游客满意
度达到85%，提升厕所文明水平，努力实现 “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卫
生环保、如厕文明”的目标。

2020年我省超额完成建设任务，共完成649座的新建和改建工作，完工率达
129.8%，目前已完成旅游厕所百度地图上线率为92.56%，进一步满足了游客需
要；此外，我单位2021年1月委托山西华汇科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根据《全国
旅游厕所管理系统》，随其抽取了74座进行验收，调查结果显示86.5%的厕所已
投入使用，未使用厕所主要因景区周边道路改造，暂无法使用；根据问卷调查，
游客满意度较高，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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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板块涉及县区任务数 657座 500座 649座 10 10 中央下达任务数为500座

开工建设厕所数量 564座 500座 649座 5 5 中央下达任务数为500座

2019年全省在建侧所数量 1112座 1112座 1112座 5 5

深度贫困县 10个 10个 10个 5 5

定点扶贫县 3个 3个 3个 5 5
静乐县5个、壶关县12个、娄烦0
个；厕所扶贫资金可以由贫困县

统筹使用

质量指标 施工质量 合格 合格 基本合格 10 9
根据验收报告，个别厕所未达到

建设等级

时效指标 资金下达时间 规定时间内 规定时间内 规定时间内 5 5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达标 达标 达标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带动就业率增长 有利 有利 较为有利 10 9

生态效益 周边环境 改善 改善 较大改善 10 9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有利 有利 较为有利 10 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游客满意度 ≥85% ≥85% 85% 10 10

总分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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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央下达任务500座，我省超额完任务，共完成649座的新建和改建工作，完工率达129.8%，目前已完成旅游厕所百度地图
上线率为92.56%，进一步满足了游客需要；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年共到位预算资金1200万元，实际支出1200万元，预算执行
率100%。

产出情况及分析
2020年共完成649座的新建和改建工作，涉及深度贫困县10个、定点扶贫县3个，进一步加强了有关地区景区旅游厕所的基础设施
建设，新建改建厕所均符合质量标准。

效益情况及分析
通过改建新建旅游厕所，景区周边环境卫生改善情况得到较大改善，游客的如厕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基础
设施，带动贫困县景区的客流量增加，为当地新增就业岗位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情况及分
析

根据问卷抽样调查，游客满意度较高，达到85%。

主要经验做法

1.建立专报制度，开展动态管理。建立重点工作月报制度，每月25日前报送厕所革命建设进度，每半年进行一次总体情况通报。
进一步落实2019年提出的“五整改”和“三提升”要求，即重点围绕旅游厕所在建设达标、设施配套、管理服务、制度保障、信
息填报五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逐项剖析，实现旅游厕所达标率提升、旅游厕所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游客满意度提升。
2.开展评估考核，科学评估验收。我单位2021年1月委托山西华汇科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根据《全国旅游厕所管理系统》，随其
抽取了74座进行验收，通过组建评估验收团队、制定评估验收方案、现场实地考察等方式，对照国家标准《GBT18973-2016旅游
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旅游厕所质量等级评分细则》及省文旅厅制定的《旅游厕所等级评价标准》，科学开展验收，并
在设计建设、环境保护、管理维修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保障厕所建设质量。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名称标识设计不规范，个别厕所建设未达到拟建等级标准。厕所标识系统不规范，名称叫法众多，较为混乱；家庭卫生间设计
建造较少，个别厕所内部设施不健全，缺少残疾人配套设施，空间面积不达标，AA级以下厕所水电管线暗装程度低。
2.后期管理维修不到位，影响旅游厕所服务质量。卫生值班制度执行不严格，巡查巡检缺失，对于设施设备损坏、卫生纸洗手液
更换、墙面广告清理、下水道疏通等问题处理不及时，影响旅游厕所整体服务功能和服务效果。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1.规范旅游厕所建设，落实建设标准。完善厕所名称和标识的规范化设计，在保障规范的前提下增强设计美感；重视旅游厕所配
套服务设施，在有条件的景区建设家庭厕所，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如厕绿色通道；注重建设细节，加强对于管线、置物架等细节的
设计与建设，落实建设标准，提高建设质量，进一步推动“厕所革命”。
2.加强管理运维，持续提供高质量服务。安排专门厕所管理人员，加强日常巡检和记录，对于发现的各类问题，及时上报反馈给
景区管理部门，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进一步改善厕所环境；同时，加强对游客的宣传教育，倡导游客文明如厕，共同营造文
明旅游的氛围，合力增强游客满意度，促进旅游景区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