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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人才开发经费 

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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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1 年度人才开发经费依据《关于加快人才发展的实施意

见》立项，预算为 210000 元，2020 年度结转 60000 元，共计

270000 元。用于保障我县各项人才工作顺利开展。1.计划投入

资金 25000 元用于引进急需紧缺人才；2.计划投入资金 50000 元

建设大埔县蜜柚人才驿站；3.计划投入资金 180000 元用于县级

人才驿站日常运营及建设镇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 

（二）项目决策情况。 

1.引进急需紧缺人才。根据《关于加快人才发展的实施意

见》立项，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关于与第三方互联网

招聘企业（前程无忧）合作引进我县 2021 年急需紧缺人才的方

案》，并科学合理设置了引进目标。 

2.建设大埔县蜜柚人才驿站。根据《关于加快人才发展的实

施意见》立项，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大埔县蜜柚人才

驿站建设方案》，并科学合理设置了建站目标。 

3.县级人才驿站日常运营及建设镇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根

据关于《印发<梅州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建设运营实施方案>的通

知》（梅市人才办„2021‟5 号 ）立项，在前期充分调研并广

泛征求各镇、县直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印发<大

埔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建设运营方案>的通知》（埔人才办

„2021‟2 号），并科学合理设置了绩效目标。 

（三）绩效目标。 

1.引进 20名急需紧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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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成集综合办公室、多功能会议室、信息发布室、人才智

库室、项目洽谈室、人才培训室、学术交流室、技术研发室、实

训基地等功能区为一体的蜜柚人才驿站，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3.县级人才驿站日常运营及建设镇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做

好驿站日常运营，举办 4 场人才培训活动；在 4 个中心镇建成镇

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我部人才室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逐条逐项自评，认真核实

数据、查阅资料、归纳汇总，经部办公室核准，报部分管领导审

定后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自评结论 

2021 年度人才开发经费绩效综合评价得分 98.89 分，等次为

优秀。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一是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关于

与第三方互联网招聘企业（前程无忧）合作引进我县 2021 年急

需紧缺人才的方案》。二是在会同县人社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单

位深入一线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大埔县蜜柚人才驿站建设方

案》，并科学合理设置了建站目标。三是在前期充分调研并广泛

征求各镇、县直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大埔县乡村振兴

人才驿站建设运营方案》。 

（2）目标设置。一是引进 20 名急需紧缺人才。二是建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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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办公室、多功能会议室、信息发布室、人才智库室、项目洽

谈室、人才培训室、学术交流室、技术研发室、实训基地等功能

区为一体的蜜柚人才驿站，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三是县级人才

驿站日常运营及建设镇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做好驿站日常运

营，举办 4 场人才培训活动；在 4 个中心镇建成镇级乡村振兴人

才驿站。 

（3）保障措施。一是根据工作要求，在前期调研并征求有

关单位基础上形成《工作方案》，包含明确工作计划、时间节

点、责任分工，确保经费高质使用、项目高效推进。二是资金使

用严格遵守单位财务制度，会计核算规范、资金管理严格，严格

按计划使用资金、厉行节约，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杜绝浪费。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2021年度人才开发经费预算 210000 元，为

财政拨款，资金到位足额及时，到位率 100%。 

（2）资金分配。2021 年度人才开发经费预算安排 210000

元，均为财政拨款，2020 年人才开发经费结转 6 万元，共计

270000 元。2021 年度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250710 元，其

中，用于人才招聘信息服务费 20800 元；用于大埔县蜜柚人才驿

站建设费用 49910 元；用于拨付县级驿站运营费用及镇级驿站建

设费用 180000 元。 

（二）管理分析 

2021 年度人才开发经费预算严格按照申报、审批、拨付程

序列支，资金使用严格遵守单位财务制度，会计核算规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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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严格，严格按计划使用资金、厉行节约，按时、按质、按量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杜绝浪费，无挤占挪用或套取资金等现象。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实际资金支出 250710元，支出率 92.8%。 

（2）支出规范性。各项支出均按有关规定程序拨付，且按

事项完成度支付资金，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

规定，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无虚列支出，无截留、挤占、挪

用资金现象，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支出凭证符合规定。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各项支出均按照有关《工作方案》规定程

序、时间节点拨付，项目无调整，项目建设、验收均严格执行

《工作方案》要求。 

（2）管理情况。对于所支出资金，我部财务人员定期对项

目进度、方案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到位、规

范。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严格按计划使用资金、厉行节约，按时、按质、

按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杜绝浪费，无挤占挪用或套取资金等现

象。 

2.效率性。2021 年高质高效完成人才工作目标任务。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加强人才了管理、服务等工作，努力营造了人才工作的良好

氛围。人才满意度达 100%。改善了全县人才结构、提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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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质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公平性。 

资金拨付使用完全公平公正公开。 

五、主要绩效。 

2021 年，我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才

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以服务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为主线，以落实县“人才新政 15 条”为抓手，构

建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制度体系，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服务大

埔。引进急需紧缺人才19名，全职引进1名海外高分子材料学博

士、4 名高层次医疗专家。高标准建设县镇两级乡村振兴人才驿

站 15 个，全年举办承办各类活动 12 场，解决人才子女入学、配

偶就业等生活困难 12 件。深入推进校地合作，与清华大学材料

学院共建“纳米陶瓷新材料研发应用基地”，与嘉应学院共建

“嘉应学院陶瓷产业学院”。举办蜜柚、茶叶、农技等农业培训

班 6 期，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960 余人次、高素质农民 120 人。深

入各乡镇卫生院组织业务培训 31 场，培训基层医护人员 1836 人

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人才培训 15 场，培育农村电商人才 750

余人次。 

六、存在问题。 

资金使用率未达 100%，过程监督不够完善。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围绕党管人才，狠抓统筹协调、上下联动。充分发挥

各级党委（党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

对人才工作的统一领导。认真落实和宣传大埔人才新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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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推进落实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定

期召开推进会，强化督促检查，形成各方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二）聚焦各类英才，突出政治引领和服务保障。举办以党

情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理

论学习研修班。以发放租房补贴、免租入住政府公（廉）租房等

形式，多渠道解决人才住房需求，解决好随迁配偶工作安排和子

女上学问题。加快建立全县统一人才基础数据信息库和综合服务

平台，推进构建统一、开放、市场化的人才流动体系。 

（三）瞄准社会需求，加强重点人才培养。加强各领域人才

思想政治引领作为重要工作，用苏区精神教育引领人才为全县发

展大局作出贡献。加大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培养力度，发展一

批本土的“田秀才”、“土专家”。聚焦提升本土企业创意设计

水平，以“彩书瓷〃名家创意工作室”为载体，围绕陶瓷发展趋

势和现代艺术设计，培育陶瓷文创人才。 

（四）对标产业发展，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围绕我县陶

瓷、蜜柚等产业发展需求，借力广州、深圳外出党工委和大埔

商会，实施“乡贤引才工程”“乡贤回归计划”。继续做好博

硕士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