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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评价工作的通知》（甘财绩〔2020〕3 号）要求，我会按照重点

项目绩效目标梳理考核指标，采取电话抽检、实地查验、综合分

析等方式，对 2019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资金的下拨和项

目的执行情况，认真开展了考核评估工作。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为具有甘肃户籍（含居住证发放地在甘肃）且符合条件的

视力、听力、脑瘫、智力、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实施手术、

康复训练及辅助器具适配。

2.2019 年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康复项目，为 7-14 周岁具有甘

肃户籍的视力残疾儿童实施康复训练 200 例，每例 0.4 万元，训

练时间不少于 3 个月；听力、脑瘫、智力、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

症儿童实施康复训练或手术 300 例，每例 1.4 万元，训练时间不

少于 6 个月；7-17 周岁残疾儿童适配辅助器具 5000 例，平均每

例 0.3 万元。符合条件的 0-6 岁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二）项目资金投入及执行情况。

2019 年省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资金 4000 万元，于 2019

年 3 月通过财政全部及时拨付至项目执行单位。截至 2020 年 5

月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 4000 万元全部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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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绩效目标。

为全省符合受助条件残疾儿童实施康复训练或手术、辅助器

具适配服务，有效减轻残疾儿童家庭经济负担和增加康复服务投

入，显著增强公众对残疾儿童康复事业关注度，推进残疾儿童康

复事业的发展，获得受助残疾儿童家长较高的满意度，努力实现

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省残联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工作，对 2019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项目制定评价总体目标，对下达任务的完成情况、实施效果、

资金使用管理，相关政策落实及资金效益发挥等情况进行了全

面、科学、公正、客观综合性考核评价。各执行单位根据实际情

况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绩效目标自评表能够清晰反映项目实

施所达到的预期效果，并按照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要求设置绩效

指标，着重突出产出数量、产出质量、项目效益、可持续影响和

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核心绩效指标，尽可能做到量化细化、可衡量、

可对比。省残联对绩效目标自评情况进行审核，包括绩效指标设

置的科学性、采取措施的可行性、实现目标的合理性等审核汇总。

三、综合评价结论

2019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按年初计划有效开展，建立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残联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格局，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项目支

出绩效自评得分 99 分，其中项目决策指标得分 10 分、项目过程



- 3 -

指标得分 29.5 分、项目产出指标得分 30 分、项目效益指标得分

29.5 分。省残联将进一步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宣传力度，

完善救助制度体系，提高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确

保残疾儿童享有基本康复服务。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项目立项符合《甘肃省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

施意见》相关政策要求；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

门履职所需；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符

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项目有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

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与项目目标任

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

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预算资金分

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额度合理。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2019 年省级财政实际拨付资金 4000 万元，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严格按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各市州残联制定相应的项目实施方案；

严格按照《甘肃省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视力、听力、脑瘫、智力、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实施康

复训练或手术和为残疾儿童提供辅助器具适配；财务和业务管理



- 4 -

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档案，做到每人一册，

分类管理，做好相应的残疾儿童筛选、申报、数据统计、资料归

档等工作，以及接受各级各类检查考核和绩效评估，认真填报实

施进度统计表、救助对象花名册。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实施应救尽救，做到残疾儿童辅助器

具购置、发放，康复训练、手术及时有效，残疾儿童健康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和提升，残疾儿童融入社会能力显著提升。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实施减轻了残疾儿童家庭负担，得

到了全省残疾儿童家长及亲属的高度关注和认可，通过该项目的

示范带动，全社会关心、理解、扶残助残社会氛围更加浓厚，残

疾儿童及家长康复服务满意率较高。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19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完成情况与预期目标仍存

在差距，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个别市州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力量薄弱，能够承接的

康复范围和数量有限；

二是康复服务周期长，部分残疾儿童康复训练不能按计划实

施，导致康复训练时间延后，造成服务结束时间和经费结算有可

能跨年度的问题。

六、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继续加大康复服务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残疾儿童家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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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知晓率，进一步提高残疾儿童家庭及其监护人的思想认识，让

更多的残疾儿童享受到康复服务。

二是开展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评估调研工作，加快对全省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建设步伐。

三是进一步加大工作督导力度，指导各市州残联做好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项目，确保残疾儿童应救尽救。根据项目监管责任，

针对项目开展情况及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进行督查，并适当统筹调

整次年度项目资金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