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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沁水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90,799,8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90,799,8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为郑庄镇、端氏镇、嘉峰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态节点修复工程、水利工程和桥梁工程。
（一）生态节点修复工程郑庄镇生态节点 50275㎡、端氏镇生态节点 110211㎡、窦庄古堡生态节点 380875㎡、树理广场生态节点 78700㎡、
武安生态节点 223159㎡。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场地土方，浅滩湿地带，驿站，栈道，亲水平台，道路广场，护栏，标识系统，公厕，亮化绿化，
排水边沟、边坡支护等。（二）水利工程 1、蓄水工程:新建郑庄闸和窦庄闸 2座蓄水闸，其中郑庄闸位于郑庄村东南侧，河道桩号 Z18＋654.50，
钢坝闸，闸门宽度 60.0m，单孔，闸门高度 3m;窦庄闸位于窦庄桥北侧，河道桩号 Z46＋595.70，卧龙景观坝（钢坝闸），闸门宽度 100.0m，单
孔，闸高 1.5m。2、郑庄水毁堤防工程:起点位于郑庄桥下游 97m，终点位于沁水县河入沁河河口处，治理长度 335m。采用护岸型式结合原堤
防型式，混凝土重力式防洪墙护岸。3、武安生态节点进水闸、退水阀工程：在沁河河道 2#钢坝闸上游处修建涵洞式水闸引水至武安湿地公园，
设计流量 0.5m／s，引水闸闸门尺寸 1.0X1.0m;在湿地末端设退水阀，将湿地公园人工湖退水至沁河河道，设计流量 0.5m／s，退水阀采用 DN600
检修阀。4、河底清障工程:5个节点河底清障，每个节点清障长度均为 2.0km，平均清障厚度为 0.5m。（三）桥梁工程郑庄人行桥:桥梁上部结
构采用 4X25m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先简支后连续小箱梁，全长 111m，宽 5.5m;下部结构桥墩采用桩柱接盖梁，钻孔灌注桩基础。初设批复总
投资 29079.98万元，所需资金 29079.98万元。2024年完成窦庄、郑庄、端氏节点建设任务。

立项依据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山西省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0〕76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实施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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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管理指导意见》、沁水县水务局《关于成立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建设项目部的通知》（沁水字〔2022〕
21号）根据 3月 15日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成立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建设项目部，对该项目的质量、安全、进度和资金
使用进行有效管理，组成人员如下：一、项目法人：王永栋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全面领导工作。二、工程负责人：田瑞琴协助项目法人负责工程
建设项目质量、进度、安全、协调等工作。三、技术负责人：延伟 1.负责工程技术、日常计量、隐蔽工程验收、设计变更、工程结算和决算、
工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交竣工验收等管理工作。2.负责制定具体工程管理办法和各种工程表格。四、现场和质量负责人：赵欲芳 1.负责
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2、参与设计变更、隐蔽工程验收、交竣工验收等工作。3.负责工程现场管理工作。五、项目部下设 4个组，分别是:
综合办公室、财务管理组、工程技术组、质量安全组。1、综合办公室：黄江江、杨霞主要负责项目部的日常事务及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2、
财务管理组：董志峰、宋丽萍、杨霞（兼）主要负责项目资金支付、记账等管理工作。工程技术组：宋涛、郭向峰 3、主要负责工程现场测量、
工程计算、工程结算、工程施工等工作。3、质量安全组：吴成义、梁菁晶主要负责工程原材料进场、中间产品抽检等工程质量检测及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一月：完成郑庄节点围堰拆除。二月：完成设计变更。三月：窦庄节点管线迁移，完成项目耕地进出平衡手续；郑庄节点土地平整、生态堤防
基础开挖。四月：完成窦庄节点管线迁移，端氏节点基础开挖；郑庄节点大地景观种植、生态堤防砌筑。五月：窦庄节点水闸、生态堤防基础
开挖，闸门定制；端氏节点主体施工；郑庄节点生态堤防砌筑。六月：窦庄节点水闸基础浇筑、生态堤防砌筑；端氏节点主体施工；郑庄节点
生态堤防砌筑。七月：完成窦庄节点水闸基础浇筑，窦庄节点生态堤防砌筑；端氏节点主体施工；完成郑庄节点生态堤防砌筑。八月：完成窦
庄节点水闸安装，窦庄节点生态堤防砌筑；端氏节点主体施工；完成郑庄节点主体。九月：完成窦庄节点生态堤防砌筑；端氏节点绿化施工；
完成郑庄节点建设任务。十月：完成窦庄节点主体；完成端氏节点绿化；十一月：完成全部工程扫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实施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目，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推动沁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实施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目，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
施，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生态节点修复数量 5个 数量指标 生态节点修复数量 5个

质量指标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

目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
保护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

目完工时间
2024年 10月 时效指标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
保护建设项目完工时间

2024年 10月

成本指标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设项

目费用
29079.98万元 成本指标

沁河流域沁水县段生态修复与
保护建设项目费用

29079.98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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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沁水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3,88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3,88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治理河道 2.6公里，其中沁河干流 1.9公里，支流郑村河、半峪河入沁河口 0.7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对

沁河干流河道拓宽、清淤疏浚 1.2公里，支流郑村河、半峪河入沁河口河道清淤疏浚和主槽防护 0.7公里，新建生态堰 1座；新建三河口湿

地，面积约 28.9公顷；拆除尉迟水电站拦河坝；新建嘉峰镇污水处理厂进水管道溢流口和尾水人工湿地，面积约 3.6公顷；武安创伤医院、

三河口廊道廓清区域生态绿化修复。2023年工程主体已完工，2024年完成生态绿化修复，工程扫尾。工程总投资 19388万元，2024年所需

资金 19388万元。

立项依据 《关于沁水县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2）224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改善沁河流域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实施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更好地实施我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工程建设项目，根据县政府办《关于组建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

目部的批复》（沁政办函〔2023〕10号）函，成立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一、项目法人代表:王永

栋，负责项目建设全面工作。二、项目负责人:陈劲松，协助项目法人代表负责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和资金使用等工作。三、技术负

责人:延伟，负责工程技术、设计变更、隐蔽工程验收、工程结算和决算、工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程验收等管理工作。四、现场和

质量负责人:赵欲芳，负责日常计量、质量评定、安全、协调等管理工作。参与设计变更、隐蔽程验收、工程验收等工作。五、项目部下设

4个组，分别是:综合办公室、财务管理组、工程技术组、质量安全组。1.综合办公室:韩敏祁一波刘秀秀主要负责项目部的日常事务及资料

整理、归档等工作 2.财务管理组:董志峰宋丽萍杨霞主要负责项目资金支付、记账等管理工作。3.工程技术组:王少鹏韩敏（兼）黄江江（兼）、

李杰主要负责工程现场测量、工程计算、工程结算、工程施工等工作。4.质量安全组:柳金巧张二雷宋家帅主要负责工程原材料进场、中间

产品抽检等工程质量检测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 8月，完成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全部建设内容；2024年 11月，完成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验收；2024年
12月，完成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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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实施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可改善沁河流域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 实施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可改善沁河流域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三河口湿地面积 28.9公顷

数量指标

新建三河口湿地面积 28.9公顷

治理河道长度 2.6公里 治理河道长度 2.6公里

质量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完工时间 2024年 8月 时效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完工时间
2024年 8月

成本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费用 19388万元 成本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费用
19388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生态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生态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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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三河口蓄水闸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沁水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9,99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9,99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三河口蓄水闸项目该项目位于沁水县嘉峰镇，项目建设内容：新建蓄水闸 1座，闸高 5.5米，蓄水位 517.5m，蓄水长度 1.5km，蓄水
面积约 12.3万㎡，蓄水量约 33.8万 m3，设计防洪标准 1／20，校核防洪标准 1/30，挡水高度 5m，闸门净宽 110m，配套建设控制房
1座，闸侧原引水明渠改为两孔箱涵 269米，污水管改线工程 258米。该项目项目总投资 4999万元，2024年所需资金 4999万元。

立项依据 《关于沁水县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三河口蓄水闸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3）184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推进“百里沁河经济带“建设，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实施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三河口蓄水闸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更好地实施我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工程建设项目，根据县政府办《关于组建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
设项目部的批复》（沁政办函〔2023〕10号）函，成立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一、项目法人
代表:王永栋，负责项目建设全面工作。二、项目负责人:陈劲松，协助项目法人代表负责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和资金使用等工
作。三、技术负责人:延伟，负责工程技术、设计变更、隐蔽工程验收、工程结算和决算、工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程验收等管
理工作。四、现场和质量负责人:赵欲芳，负责日常计量、质量评定、安全、协调等管理工作。参与设计变更、隐蔽程验收、工程验收
等工作。五、项目部下设 4个组，分别是:综合办公室、财务管理组、工程技术组、质量安全组。1.综合办公室:韩敏祁一波刘秀秀主要
负责项目部的日常事务及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2.财务管理组:董志峰宋丽萍杨霞主要负责项目资金支付、记账等管理工作。3.工程技
术组:王少鹏韩敏（兼）黄江江（兼）、李杰主要负责工程现场测量、工程计算、工程结算、工程施工等工作。4.质量安全组:柳金巧张
二雷宋家帅主要负责工程原材料进场、中间产品抽检等工程质量检测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 2月，基础开挖；2024年 3月，基础浇筑、闸门定制；2024年 4月，基础浇筑；2024年 5月，基础浇筑；2024年 6月，闸门
安装；2024年 7月，控制房建设；2024年 8月，完成验收；2024年 10月，完成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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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实施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三河口蓄水闸项目，可推进“百里沁河经济带”建设，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实施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三河口蓄水闸项目，可推进“百里
沁河经济带“建设，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蓄水闸数量 1座

数量指标

新建蓄水闸数量 1座

蓄水闸高 5.5米 蓄水闸高 5.5米

质量指标 三河口蓄水闸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三河口蓄水闸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三河口蓄水闸项目完工验收时间 2024年 8月 时效指标 三河口蓄水闸项目完工验收时间 2024年 8月

成本指标 三河口蓄水闸项目费用 4999万元 成本指标 三河口蓄水闸项目费用 4999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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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沁水县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沁水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9,97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9,97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水县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是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先行区“一脉五核”的我县两个核心节点之一。工程建设内容
有：①园路及铺装：园路长 114.3m、宽 2.4m，节点铺装 2447.4m2，停车场 1374.8m2;②绿道工程：新建绿道长 2515.6m，宽 4m;③驿站及观景
塔：驿站建筑面积 214.76m2，观景塔建筑面积 350m2;④配套设施：公共设施、景观小品、给排水、亮化工程等;⑤景观人行桥：长 240m，宽
4.5m-13.3m。概算投资 4996.83万元，其中：建安工程 4194.25万元，其他费用 564.64万元，预备费 237.94万元。该工程于 2023年 5月开工，
2023年 11月完工，完成了驿站一座、观景塔一座、景观人行桥两座、绿道及园路工程、公共设施、景观小品、给排水、亮化工程，完成全部
投资，达到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先行区建设目标要求。工程计划于 2024年 6月验收，2024年所需资金 4997万元。

立项依据 《关于沁水县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3）143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推进“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改善沁河流域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实施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更好地实施我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工程建设项目，根据县政府办《关于组建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
的批复》（沁政办函〔2023〕10号）函，成立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一、项目法人代表:王永栋，负
责项目建设全面工作。二、项目负责人:陈劲松，协助项目法人代表负责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和资金使用等工作。三、技术负责人:延伟，
负责工程技术、设计变更、隐蔽工程验收、工程结算和决算、工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程验收等管理工作。四、现场和质量负责人:赵
欲芳，负责日常计量、质量评定、安全、协调等管理工作。参与设计变更、隐蔽程验收、工程验收等工作。 五、项目部下设 4个组，分别是:
综合办公室、财务管理组、工程技术组、质量安全组。1.综合办公室:韩敏 祁一波 刘秀秀主要负责项目部的日常事务及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2.财务管理组:董志峰 宋丽萍 杨霞主要负责项目资金支付、记账等管理工作。3.工程技术组:王少鹏 韩敏（兼） 黄江江（兼）、李杰主要负
责工程现场测量、工程计算、工程结算、工程施工等工作。4.质量安全组:柳金巧 张二雷 宋家帅主要负责工程原材料进场、中间产品抽检等工
程质量检测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工程已于 2023年 11月完工，计划 2024年 6月验收，2024年 6月支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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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实施沁水县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能有效改善沁河流域水生
态环境。

实施沁水县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能有效改善沁河
流域水生态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园路长度 114.3米

数量指标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园路长度 114.3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停车场面积 1374.8平方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停车场面积 1374.8平方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新建绿道长度 2515.6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新建绿道长度 2515.6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驿站建筑面积 214.76平方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驿站建筑面积 214.76平方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观景塔建筑面积 350平方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观景塔建筑面积 350平方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景观人行桥长度 240米 三河口湿地配套工程景观人行桥长度 240米

质量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

地配套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
口湿地配套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
地配套工程完工时间

2023年 11月
时效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
口湿地配套工程完工时间

2023年11月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
地配套工程资金支付时间

2024年 6月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
口湿地配套工程资金支付时间

2024年 6月

成本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口湿

地配套工程费用
4997万元 成本指标

沁河先行区段水生态综合治理三河
口湿地配套工程费用

4997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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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沁河流域沁水县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沁水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1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1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河流域沁水县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治理河道 6.58公里，其中：郑村河 1.5公里，湘半峪河 5.08公里。建设内容包括：清淤疏浚，
滩涂整治、生态护坡、缓冲带、生态修复。项目总投资 21000万元，所需资金 21000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 2024年沁水县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安排，该项目为 2024年重点项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实施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更好地实施我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工程建设项目，根据县政府办《关于组建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
目部的批复》（沁政办函〔2023〕10号）函，成立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一、项目法人代表:王永
栋，负责项目建设全面工作。二、项目负责人:陈劲松，协助项目法人代表负责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和资金使用等工作。三、技术负
责人:延伟，负责工程技术、设计变更、隐蔽工程验收、工程结算和决算、工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程验收等管理工作。四、现场和
质量负责人:赵欲芳，负责日常计量、质量评定、安全、协调等管理工作。参与设计变更、隐蔽程验收、工程验收等工作。 五、项目部下
设 4个组，分别是:综合办公室、财务管理组、工程技术组、质量安全组。1.综合办公室:韩敏 祁一波 刘秀秀主要负责项目部的日常事务及
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2.财务管理组:董志峰 宋丽萍 杨霞主要负责项目资金支付、记账等管理工作。3.工程技术组:王少鹏 韩敏（兼） 黄
江江（兼）、李杰主要负责工程现场测量、工程计算、工程结算、工程施工等工作。4.质量安全组:柳金巧 张二雷 宋家帅主要负责工程原
材料进场、中间产品抽检等工程质量检测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 1月，完成可研招标、地勘、测量及可研报告初稿工作；2024年 2月，完成可研报告批复并进行初步设计招标工作；2024年 3月，
完成初步设计编制及批复；2024年 4月，完成财政评审，组织招投标、开展环评、水保等工作；2024年 5月，建设项目开工，河道清淤，
管线改迁；2024年 6月，河道清淤，管线改迁，主槽防护施工；2024年 7月，河道清淤，管线改迁，主槽防护施工；2024年 8月，主槽
防护，慢行系统施工；2024年 9月，主槽防护，慢行系统、驿站施工；2024年 10月，完成主槽防护，两岸地形整理绿化；2024年 11月，
完成慢行系统 ，驿站主体，水闸基础开挖；2024年 12月，地形整理，乔木种植，水闸基础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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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为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
进乡村振兴，实施该项目。

实施沁河流域沁水县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
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治理河道长度 6.58km 数量指标 治理河道长度 6.58km

质量指标
2024年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质量

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2024年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
项目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2024年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任务

完成时间
2024年 12月 时效指标

2024年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
项目任务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成本指标 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费用 21000万元 成本指标 郑村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费用 21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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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沁河流域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沁水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河流域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治理河道 9公里，主要建设内容：河道疏浚、滩槽整治、生态护坡、生态缓冲带、防护林建设；水闸
3座、鱼鳞坝、驿站等。项目总投资 19000万元，所需资金 19000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 2024年沁水县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安排，该项目为 2024年重点项目。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实施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更好地实施我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工程建设项目，根据县政府办《关于组建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
目部的批复》（沁政办函〔2023〕10号）函，成立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一、项目法人代表:王
永栋，负责项目建设全面工作。二、项目负责人:陈劲松，协助项目法人代表负责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和资金使用等工作。三、技
术负责人:延伟，负责工程技术、设计变更、隐蔽工程验收、工程结算和决算、工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程验收等管理工作。四、
现场和质量负责人:赵欲芳，负责日常计量、质量评定、安全、协调等管理工作。参与设计变更、隐蔽程验收、工程验收等工作。 五、项
目部下设 4个组，分别是:综合办公室、财务管理组、工程技术组、质量安全组。1.综合办公室:韩敏 祁一波 刘秀秀主要负责项目部的日
常事务及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2.财务管理组:董志峰 宋丽萍 杨霞主要负责项目资金支付、记账等管理工作。3.工程技术组:王少鹏 韩敏
（兼） 黄江江（兼）、李杰主要负责工程现场测量、工程计算、工程结算、工程施工等工作。4.质量安全组:柳金巧 张二雷 宋家帅主要
负责工程原材料进场、中间产品抽检等工程质量检测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 1月，完成可研报告初稿；2024年 2月，完成可研报告批复及设计招标。并开展地勘、测量等初步设计工作；2024年 3月，开展
环评、水保等前期工作，完成初步设计编制及批复；2024年 4月，完成财政评审，组织招投标；2024年 5月，建设项目开工；2024年 6
月，完成新建防洪堤 2公里 ，旧堤防维修与加高 2公里；2024年 7月，完成新建防洪堤 2公里 ，旧堤防维修与加高 2公里；2024年 8
月，完成旧堤防维修与加高 0.3公里；2024年 9月，度汛，两岸整理地形；2024年 10月，度汛，两岸整理地形；2024年 11月，完成亲
建防洪堤 2公里 、河道清淤 6公里 ；2024年 12月，完成河道清淤 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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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实施沁河流域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
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实施沁河流域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治理河道长度 9公里 数量指标 治理河道长度 9公里

质量指标
2024年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质

量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2024年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2024年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任

务完成时间
2024年 12月 时效指标

2024年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任务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成本指标 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费用 19000万元 成本指标 端氏河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费用 19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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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沁河流域沁水县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3－沁水县水务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5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5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河流域沁水县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总建设面积 1411499平主米，其中生态综合治理面积 932983平方米，河道治理面积
478516平方米，治理长度约 5.4k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林带景观、湿地景观、农田景观、绿道、架空栈道、节点铺装 、停车场、驿站、观
景平台等。项目计划于 2024年 5月开工，2026年 4月完工。项目总投资 25000万元，所需资金 25000万元。

立项依据 《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实施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更好地实施我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工程建设项目，根据县政府办《关于组建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
的批复》（沁政办函〔2023〕10号）函，成立沁水县水务局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沁水段）工程建设项目部。一、项目法人代表:王永栋，负
责项目建设全面工作。二、项目负责人:陈劲松，协助项目法人代表负责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和资金使用等工作。三、技术负责人:延伟，
负责工程技术、设计变更、隐蔽工程验收、工程结算和决算、工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程验收等管理工作。四、现场和质量负责人:赵
欲芳，负责日常计量、质量评定、安全、协调等管理工作。参与设计变更、隐蔽程验收、工程验收等工作。 五、项目部下设 4个组，分别是:
综合办公室、财务管理组、工程技术组、质量安全组。1.综合办公室:韩敏 祁一波 刘秀秀主要负责项目部的日常事务及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2.财务管理组:董志峰 宋丽萍 杨霞主要负责项目资金支付、记账等管理工作。3.工程技术组:王少鹏 韩敏（兼）黄江江（兼）、李杰主要负责
工程现场测量、工程计算、工程结算、工程施工等工作。4.质量安全组:柳金巧 张二雷 宋家帅主要负责工程原材料进场、中间产品抽检等工程
质量检测及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 1月，完成方案设计汇报及可研招投标、编制可研文本；2024年 2月，完成可大型文本评审及设计招标；2024年 3月，完成初步设计
编制及评审，发布 EPC招标公告；2024年 4月，确定中标单位，签订合同；2024年 5月－12月，完成场地整理、河道清淤、河道内管线改线
施工、主槽防护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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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实施沁河流域沁水县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基
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实施沁河流域沁水县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完善百里沁河经济带
基础设施，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推动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生态综合治理面积 932983平方米

数量指标

生态综合治理面积 932983平方米

河道治理面积 478516平方米 河道治理面积 478516平方米

治理长度 5.4km 治理长度 5.4km

质量指标
2024年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

复与保护项目质量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2024年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
修复与保护项目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2024年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

复与保护项目完工时间
2024年 12月 时效指标

2024年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
修复与保护项目完工时间

2024年12月

成本指标
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复与保

护项目费用
25000万元 成本指标

殷庄－武安铁路桥段水生态修复与
保护项目费用

25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沁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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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县级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2－沁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8,292,700 年度资金总额： 28,292,7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8,292,7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8,292,7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沁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沁水县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沁水县税务局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征缴
工作的通知》（沁人社字〔2021〕9号），《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进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有关工作的通知》（晋市人社发〔2023〕41号）文件要求，为 60周岁以上城乡居民发放市级补助资金，城乡居民 39151人，65周岁
以下每人每月 161元，65周岁以上每人每月 166元，县级基础养老金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3.2元，县级补助资金 2829.27万元，按时
足额发放。

立项依据
《沁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沁水县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沁水县税务局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征缴工作
的通知》（沁人社字〔2021〕9号），《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进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有关
工作的通知》（晋市人社发〔2023〕41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发放，保障和改善享受待遇人员生活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由社保中心向人社局申请，财审股拨付资金到基金专户。社保中心支付时，由财政局国库股拨付银行专户，由银行代发。

项目实施计划
社保中心申请资金支付，县级财政每年为 39151名城乡居民发放基础养老金，60周岁以下城乡居民每人每月发放基础养老金 161元，
65周岁以上每人每月 166元，按时足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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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完成 39151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养老金的发放，有效解决城乡居民的养老问题，为
老年人建立一道生活保护网，实现老有所依的目标，增强城乡居民的安全感和凝聚力

完成 39151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养老金的发放，有效解决城乡居民
的养老问题，为老年人建立一道生活保护网，实现老有所依的目标，增强城
乡居民的安全感和凝聚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人数 ≥39151人 数量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人数 ≥39151人

质量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县级补助发放达标率 100% 质量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县级补助

发放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时间 每月 时效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时间 每月

成本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县级补贴标准 23.2人/月/元 成本指标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县级补

贴标准
23.2人/月/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 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领取城乡居民补贴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领取城乡居民补贴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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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千万工程示范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301－沁水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农业农村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288,2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288,2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晋办发〔2023〕23号文件，以乡镇政府所在地、中心集聚村和精品先行区为重点，聚焦环境景观、建筑风格、基础设施提升、规范秩
序、主题创建五方面实施千万工程，创建 3个精品片区，5个省级精品示范村，35个提档升级村，预拨经费 228820万元。项目开展时间为
2024年，2024年预计对 11个 11个乡镇政府所在地，18个中心村进行道路硬化、自来水污水管网改造、厕所改造、垃圾处置、拆违治乱、
绿化亮化等，2026年年底项目全部完工，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立项依据 《山西省学习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晋城市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项目设立必要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学习践行“千万
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一体谋
划、一体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山西省学习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晋城市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 12月底 1.郑村、嘉峰 7个行政村的人居环境整治；2.11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及 19个中心村道路硬化、自来水污水管网改造、厕所改
造、垃圾处置、拆违治乱、绿化亮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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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以太行一号线和沁河经济带为依托，集中打造 3个精品示范区，2024年创建 5个省级精品示范村和
35个提档升级村。

以太行一号线和沁河经济带为依托，集中打造 3个精品示范区，2024
年创建 5个省级精品示范村和 35个提档升级村。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精品片区 ≥3个

数量指标

提档升级村 ≥35个

省级精品示范村 ≥5个 省级精品示范村 ≥5个

提档升级村 ≥35个 精品片区 ≥3个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乡村振兴项目完成时间 2026年 12月 时效指标 乡村振兴项目完成时间 2026年 12月

成本指标 预拨经费 ≤228820万元 成本指标 预拨经费 ≤22882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污水治理率提高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污水治理率提高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农户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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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县人民医院新址设备购置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4－沁水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医疗集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阶段开展） 项目期 2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0,000,00

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00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了提高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我县群众的医疗需求、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患者需求，根据沁水县人民医院关
于将沁水县人民医院新址设施设备专项费用列入财政预算的请示（沁医字〔2024〕3号）。该项目预算金额 15000万元，财政 2024
年初预算安排 5000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大医院的医疗器械及设备购置大体分为诊断类设备、治疗类设备、辅助类设备、信息软件
系统四类，其中预计各种诊断类设备如超声诊断设备、功能检查设备等共计 468台设备；治疗类设备如手术设备、病房护理设备等
共计 934台；辅助类设备如康复设备、药房和静配中心设备等共计 1440台；信息软件系统类共计 111台，合计 2953台设备。

立项依据 沁水县人民医院关于将沁水县人民医院新址设施设备专项费用列入财政预算的请示（沁医字〔2024〕3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政策优化以及交通的发展使我县部分群众更愿意不辞路遥去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病看病，也不乏有因此延误病情的人，为了提高医疗
机构的诊疗水平、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我县群众的医疗需求、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患者需求，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和配套设施的完
善已成为医疗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2024年 3月份制定明确的采购程序，编制采购文件，包括采购公告、招标文件、评标标准等，明确采购需求和要求，为供应商提
供清晰的参考和指导。4月份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益和责任，并建立健全履约管理制度，监督供应商按合同要求
提供设备和服务。2024年 12月前对采购设备的质量监督和验收，确保设备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要求，保障医疗安全和效果。

项目实施计划

医疗成立领导小组，预计 2024年 3月组织项目招投标，4月货物订购签订合同，订购医疗器械及设备购置大体分为诊断类设备、
治疗类设备、辅助类设备、信息软件系统四类，其中预计各种诊断类设备如超声诊断设备、功能检查设备等共计 468台设备；治疗
类设备如手术设备、病房护理设备等共计 934台；辅助类设备如康复设备、药房和静配中心设备等共计 1440台；信息软件系统类
共计 111台，合计 2953台设备。，12月前到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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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提高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我县
群众的医疗需求、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患者需求。

通过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提高医疗机构的诊疗水
平、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我县群众的医疗需求、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患者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信息软件系统购置数量 111台

数量指标

信息软件系统购置数量 111台

诊断设备购置数量 468台 诊断设备购置数量 468台

治疗设备购置数量 934台 治疗设备购置数量 934台

辅助设备购置数量 1440台 辅助设备购置数量 1440台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12月份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时间 12月份

成本指标 购置 2953台设备成本 ≥15000万元 成本指标 购置 2953台设备成本 ≥15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医疗收入 提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医疗收入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群众医疗需求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群众医疗需求 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医患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医患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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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太行板块旅游公路西樊庄至殷庄段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268－沁水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交通运输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串联沿线嘉峰镇、端氏镇景区，带动周边村庄旅游产业发展，根据沁审管审字〔2022〕1号 关于太行板块旅游
公路西樊庄至殷庄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对太行板块旅游公路西樊庄至殷庄段进行建设，该项目全长 12.92KM，起点位于端氏镇西
樊庄，终点止于嘉峰镇殷庄村，路基宽度 7.5m,沥青混凝土路面。主要建设内容：路基、路面、桥涵、排水防护及安全设施等工程。项目
于 2023年 3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 12月完成 12.92KM 建设任务，2024年预算资金 3000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及二类费用。

立项依据 沁审管审字〔2022〕1号 关于太行板块旅游公路西樊庄至殷庄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串联沿线嘉峰镇、端氏镇景区，带动周边村庄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多方协同推进。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局在安排，技术指导，技术培训上积极作为，主动推进。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各相关部门积极配
合，大力支持项目建设。2.严格质量监督，成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我局审批的公路建设项目进行质量安全监督。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建设，2024年 12月完成 12.92KM 建设任务并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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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完成 12.92KM 建设任务并通车，该项目的完成可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串联沿线嘉峰镇、
端氏镇景区，带动周边村庄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完成 12.92KM 建设任务并通车，该项目的完成可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串
联沿线嘉峰镇、端氏镇景区，带动周边村庄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里程数 12.92公里 数量指标 建设里程数 12.92公里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完工时间 2024年 12月 时效指标 工程完工时间 2024年 12月

成本指标
太行板块旅游公路西樊庄至殷庄段工

程 24年总费用
3000万元 成本指标

太行板块旅游公路西樊庄至殷
庄段工程 24年总费用

3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路网结构 完善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路网结构 完善

推动区域产业发展 推动 推动区域产业发展 推动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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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太行板块旅游公路尧都至东坞岭段

主管部门及代码 268－沁水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交通运输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提升我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公路路网，推动全域旅游纵深发展，根据沁水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太行板块旅游公路尧都至东坞岭段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沁发改审字〔2018〕66号对太行板块旅游公路尧都至东坞岭段进行建设，该项目全长 13.109公里，起点位于龙港
镇尧都村，终点与省道坪曲线相接，采用三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 8.5米，路面宽度 7.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主要建设内容为路基、
路面、桥涵及安全设施等工程，2019年 11月开工建设，2023年 6月已完工全部建设任务。2024年预算资金 1000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

立项依据 沁水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太行板块旅游公路尧都至东坞岭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沁发改审字〔2018〕66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项目可提升我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公路路网，推动全域旅游纵深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多方协同推进。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局在安排，技术指导，技术培训上积极作为，主动推进。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大力支持项目建设。2.严格质量监督，成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我局审批的公路建设项目进行质量安全监督。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于 2023年 6月完成 13.109公里建设任务并通车。2024年预算资金 1000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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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完成 13.109公里建设任务，可提升我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公路路网，推动全域旅
游纵深发展。

通过完成 13.109公里建设任务，可提升我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公路
路网，推动全域旅游纵深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里程数 13.109公里 数量指标 建设里程数 13.109公里

质量指标 交工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交工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款支付时间 2024年 3月
时效指标

工程款支付时间 2024年 3月

工程完工时间 2023年 6月 工程完工时间 2023年 6月

成本指标 尧都至东坞岭段 2024年工程费用 1000万元 成本指标
尧都至东坞岭段 2024

年工程费用
1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提升

完善公路路网，推动旅游业发展 完善
完善公路路网，推动旅

游业发展
完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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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省道 366老马岭至里必段改建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268－沁水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交通运输局本级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阶段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省道 366是沁水县重要运输通道，随着交通量日益增长，现状二级公路已不能满足要求，根据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的批复对省道 366老马岭至

里必段进行改建，路线全长 50.46公里，起点位于胡底乡，接省道 366老马岭隧道，向西沿既有公路改扩建，经端氏镇，郑庄镇，终点位于龙

港镇里必村西，接沁樊公路杨河桥－里必段（一期工程，已通车）终点。共设桥梁 9461米/32座，隧道 2943米/3座，涵洞 58道，互通工立交

1处，分离式立交 1处，通道 32道，平面交叉 30处，隧道管理站 1处，监控中心 1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梁、隧道、安全设

施等。预计 2024年 7月开工建设，2027年 6月份完工。2024年完成初步设计编制与报批、施工图设计编制与报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与报批、

防洪评价报告编制与报批、文物调查勘探报告与报批、涉铁项目安全评价方案与报批、涉铁项目咨询报告、施工及施工监理招投标、 部分征地

拆迁，并开工建设。2024年预算资金 5000万元用于支付施工图设计编制费、部分征地拆迁费等。

立项依据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省道 366老马岭至里必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晋发改审批发〔2023〕341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省道 366是沁水县重要运输通道，随着交通量日益增长，现状二级公路已不能满足要求，该项目完成后可提升省道 366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完善我省普通国省道路网结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在省、市及县政府大力支付和正确领导下，多部门全力配合、沟通、协同推进项目前期建设的步伐；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路行业建设标准，我局将成立现场指挥部，及时进行现场生产技术指导，执行专业技术能力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上岗制度，严格管理、落实职责分工责

任制，积极推进项目实施期的生产建设；3、在工程建设质量方面，严把质量关，建立建全质量保证体系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坚持“全过程“”质量安全监

督，确保工程质量合格； 4、在工程建设安全方面，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因，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执行项目负责人为安全第一责任人；5、在

工程建设资金方面，严格投资计划编制和管理，落实资金到位，并积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6、强化绩效管理，严格绩效运行监控与评估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完成初步设计编制与报批、施工图设计编制与报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与报批、防洪评价报告编制与报批、文物调查勘探报告与报批、

涉铁项目安全评价方案与报批、涉铁项目咨询报告、施工及施工监理招投标、 部分征地拆迁，并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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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通过完成全长 50.46公里线路，架设桥梁 32座，隧道 2943米／3座，涵洞 58道，互通工立

交 1处，分离式立交 1处，通道 32道，平面交叉 30处，隧道管理站 1处，监控中心 1处。

该项目完成后可提升省道 366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完善我省普通国省道路网结构。

通过完成全长50.46公里线路，架设桥梁32座，隧道2943米／3座，涵洞58道，互通工

立交1处，分离式立交1处，通道32道，平面交叉30处，隧道管理站1处，监控中心1
处。该项目完成后可提升省道366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完善我省普通国省道路网结构。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里程数 50.46公里

数量指标

建设里程数 50.46公里

架设桥梁 32座 架设桥梁 32座

隧道 3座 隧道 3座

涵洞 58道 涵洞 58道

平交道口 30处 编制报告 7份

编制报告 7份 平交道口 30处

质量指标
工程抽检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工程抽检合格率 100%

编制报告完成率 100% 编制报告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预计开工时间 2024年 7月

时效指标
编制报告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

编制报告完成时间 2024年 12月 工程预计开工时间 2024年 7月

成本指标 省道 366老马岭至里必段改建工程 24年费用 5000万元 成本指标
省道 366老马岭至里必段改建工

程 24年费用
5000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国省道路网结构 完善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国省道路网结构 完善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提升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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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桃园小学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6－沁水县教育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教育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3,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3,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桃园小学为四轨制完全小学，占地面积 30464平方米，建筑面积 1813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栋教研楼、3栋教学楼、1栋预留教
学楼、合班教室、图书馆、食堂建筑面积、风雨操场、管网配套设施等，概算投资 13440.38万元。2023年 7月开工，2025年 4月完工。
2024年县教育局桃园小学 5300万元，用于完成教学楼、教辅楼、教研楼、风雨操场主体工程及挡墙工程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
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立项依据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沁水县桃园小学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3〕81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山西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办学标准（试行）》（晋教基字〔2013〕33号）《义务教育法》《山西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办学标准（试
行）》（晋教基字〔2013〕33号）《晋城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沁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托儿所、幼儿园建设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山西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晋教基〔2016〕
12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电〔2019〕21号）《晋城市“十四五”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沁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教育局将根据以上文件要求保障各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一季度，完成桃园小学桩基浇筑；二季度完成桃园小学主体框架的 30%；三季度完成桃园小学主体框架和二次结构，四季度完成桃园小
学粗装修和室外工程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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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满足适
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
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沁水县桃园小学建筑面积 ≥19500平方米 数量指标 沁水县桃园小学建筑面积 ≥19500平方米

质量指标 工程建设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工程建设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桃园小学建设项目完成主体框架 12月底完成 时效指标 桃园小学建设项目完成主体框架 12月底完成

成本指标 桃园小学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5300万元 成本指标 桃园小学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53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

改善办学条件 改善 改善办学条件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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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桃园幼儿园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6－沁水县教育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教育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5,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桃园幼儿园为六轨制幼儿园，占地面积 1117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591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幼儿活动用房、辅助用房、服务用房、
地下停车场等，估算投资 4569.12万元。2023年 7月开工，2024年 12月完工。2024年县教育局实施重点工程桃园幼儿园 1900万元，用于
完成主体及室外工程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幼儿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幼儿教育设施，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
保障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立项依据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沁水县桃园幼儿园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3〕90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幼儿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幼儿教育设施，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山西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办学标准（试行）》（晋教基字〔2013〕33号）《义务教育法》《山西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办学标准（试
行）》（晋教基字〔2013〕33号）《晋城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沁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托儿所、幼儿园建设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山西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晋教基〔2016〕12号）《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电〔2019〕21号）《晋城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
划》《沁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教育局将根据以上文件要求保障各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一季度，完成桃园幼儿园二次结构完成 20%；二季度完成桃园幼儿园二次结构和屋面工程；三季度完成桃园幼儿园粗装修和室外工程的 50%；
四季度完成桃园幼儿园精装修和室外工程。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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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幼儿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幼儿教育设施，满足适龄
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幼儿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幼儿教育设施，
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沁水县桃园幼儿园建筑面积 ≥6591平方米 数量指标 沁水县桃园幼儿园建筑面积 ≥6591平方米

质量指标 工程建设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工程建设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桃园幼儿园建设项目完成主体 12月底完成 时效指标 桃园幼儿园建设项目完成主体 12月底完成

成本指标 桃园幼儿园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1900万元 成本指标 桃园幼儿园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19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

改善办学条件 改善 改善办学条件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第 31 页

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新城小学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06－沁水县教育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教育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9,5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9,5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六轨制完全小学，占地面积 14206平方米，建筑面积 14280.4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原育英学校建筑，新建教学及辅助用房、
办公用房、服务用房、运动场及室外配套设施等，概算投资 9492.08万元。开工时间 2023年 7月，预计完工时间 2024年 12月。2024年新城
小学预算投资 3950万元，主要用于完成主体及室外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满
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立项依据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沁水县新城小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3〕149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的
健康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山西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办学标准（试行）》（晋教基字〔2013〕33号）《义务教育法》《山西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办学标准（试行）》
（晋教基字〔2013〕33号）《晋城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沁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托
儿所、幼儿园建设设计规范》（JGJ39－2016）（2019年版）《山西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晋教基〔2016〕12号）《山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电〔2019〕21号）《晋城市“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沁
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教育局将根据以上文件要求保障各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新城小学一季度完成一层主体框架，二季度完成五层主体框架，三季度粗装修和室外工程 50%，四季度完成精装修和室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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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满足适龄儿
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该项目建成后，增加我县小学学位，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设施，
满足适龄儿童的就近入学需求，保障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沁水县新城小学建筑面积 ≥15560平方米 数量指标 沁水县新城小学建筑面积 ≥15560平方米

质量指标 工程建设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工程建设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新城小学建设项目完成主体框架 12月底完成 时效指标
新城小学建设项目完成主体

框架
12月底完成

成本指标 新城小学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3950万元 成本指标 新城小学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395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

改善办学条件 改善 改善办学条件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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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260-沁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位于县城鹏飞大酒店东侧，总用地面积 12005㎡，总建筑面积 19725㎡，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775㎡,地

下建筑面积 6950㎡。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旅游集散中心、融媒体演播大厅、“数字沁水”指挥中心等。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2.09亿元。项目于 2023
年 4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 12月完工，2024年完成室内外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2024年 2月支付工程进度款。

立项依据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2〕155号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1）有利于完善沁水县旅游配套功能，有效发展沁水县旅游业。（2）有利于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设施建设，提高县级媒体的引导力
和公信力。（3）有利于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水平，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和提高行政效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法依规执行项目建设相关程序，严格把控工程质量。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 2月－12月完成幕墙工程、室内精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2024年 2月支付工程进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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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通过完成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有利于完善沁水县旅游配套功能，有效发展沁水县旅
游业，有利于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水平，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和提高行政效能。

通过完成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有利于完善沁水县旅游配套功能，有效发
展沁水县旅游业，有利于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水平，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和提高
行政效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12005平方米 数量指标
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

用地面积
12005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达标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支付工程款时间 2024年 2月 时效指标 支付工程款时间 2024年 2月

成本指标 项目投资总额 2.09亿元 成本指标 项目投资总额 2.09亿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设施建设 完善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

设施建设
完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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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260-沁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沁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位于县城鹏飞大酒店东侧，总用地面积 12005㎡，总建筑面积 19725㎡，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775㎡,地
下建筑面积 6950㎡。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旅游集散中心、融媒体演播大厅、“数字沁水”指挥中心等。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2.09亿元。项目于 2023
年 4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 12月完工，2024年完成室内外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支付工程进度款 10000万元。

立项依据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沁审管审字〔2022〕155号文件

项目设立必要性
（1）有利于完善沁水县旅游配套功能，有效发展沁水县旅游业。（2）有利于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设施建设，提高县级媒体的引导力
和公信力。（3）有利于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水平，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和提高行政效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法依规执行项目建设相关程序，严格把控工程质量。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位于县城鹏飞大酒店东侧，总用地面积 12005㎡，总建筑面积 19725㎡，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775
㎡,地下建筑面积 6950㎡。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旅游集散中心、融媒体演播大厅、“数字沁水”指挥中心等。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2.09亿元。项目
于 2023年 4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 12月完工，2024年完成室内外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支付工程进度款 10000万元。成幕墙工程、
室内精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工程进度款等费用。2024年 2月支付部分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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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沁水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
目标

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位于县城鹏飞大酒店东侧，总用地面积 12005㎡，总建筑面
积 19725㎡，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775㎡,地下建筑面积 6950㎡。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旅游集散
中心、融媒体演播大厅、“数字沁水”指挥中心等。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2.09亿元。项目于 2023
年 4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4年 12月完工，2024年完成室内外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支付
工程进度款 10000万元。2024年 2月支付部分工程款。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沁水县旅游配
套功能，有效发展沁水县旅游业。有利于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设施建设，提高县级媒体
的引导力和公信力。有利于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水平，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和提高行政效能。

沁水县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位于县城鹏飞大酒店东侧，总用地面积
12005 ㎡，总建筑面积 19725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775 ㎡,地下建筑面积
6950㎡。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旅游集散中心、融媒体演播大厅、“数字沁水”指挥
中心等。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2.09亿元。项目于 2023年 4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4
年 12月完工，2024年完成室内外装修工程、室外配套工程，支付工程进度款
10000万元。2024年 2月支付部分工程款。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沁水县旅
游配套功能，有效发展沁水县旅游业。有利于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设施
建设，提高县级媒体的引导力和公信力。有利于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水平，
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和提高行政效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12005平方米 数量指标
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总用地

面积
12005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达标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支付部分工程款时间 2024年 2月 时效指标 支付部分工程款时间 2024年 2月

成本指标 项目投资总额 2.09亿元 成本指标 项目投资总额 2.09亿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设施建设 完善 社会效益指标
完善沁水县融媒体中心演播设施

建设
完善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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