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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

黄埔区委员会办公室部门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

略部署，按照全国政协关于开展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在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上搭平台、建机制的要求，以及省政

协推动全省三级政协信息化联动发展，完善数字政协省、市、

县三级架构的有关要求，区政协积极推进黄埔区数字政协平台

建设，把协商民主的广泛性、互动性、全程性特点与数字网络

的开发、互动、多跨优势相结合，拓宽协商议政领域、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特点，实现“协商之治”与“数字之治”的融合叠

加。

（二）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意见》、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

决定》以及区政协《黄埔区数字政协建设方案(2022-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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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文件以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区政协就建设“黄埔区数

字政协平台”实施本项目。

（三）项目绩效目标

一期项目委员档案、提案、社情民意、委员履职考核评价、

委员履职移动端平台等信息化系统已完成。在此基础上,按照“整

体规划、需求牵引，有序推进、保障安全”原则，推进 2022-2024

年规划建设,实现“履职服务在线、协商互动在线、委员学习在

线”的“三大在线”体系,做到履职流程全方位覆盖、履职链条

全环节管理、履职主体全方位参与，以信息化推动政协履职现

代化。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2 年“数字政协”平台预算 45.8 万元，执行数为 45.8

万元，执行率为 100%。

（五）项目实施情况

数字政协平台建设由区政协办联络科牵头，负责起草建设

方案、加强与软件开发公司的协调配合、跟进开发进度和验收、

开展软件的学习培训、推进平台落地使用及解决使用过程中的

问题等工作。区政协办行政科做好财务预算、政府采购和报账

工作。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配合做好数据资料收集、上线测试、

系统使用培训等工作。

数字政协平台建设周期为三年（2022-2024 年），主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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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互动版块、委员学习版块两部分内容。协商互动版块，包

含网络议政、基层协商、线上议事厅三个板块，打通委员与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委员离民声民意更近。委员学习版块，是

指建设书香政协搭建委员读书平台，实现委员在线读书、听书、

开展读书群互动交流、书评书议等互动。2022 年，主要完成书

香政协版块；2023 年，主要完成协商互动版块；2024 年，对现

有平台进行升级完善。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全面掌握重点项目的实施情

况，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找出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项目

的实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同时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和

目标提供依据，促使绩效评价与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运行监控

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环，实现预算全流程覆盖。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围绕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为指标赋分值，在收

集分析项目相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进行

综合评议和打分，得出评价结论。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本次评价总分为 100 分，指标实现情况分值占 90%，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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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完成情况分值占 10%。绩效指标分值设置中，产出指标及

效益指标各占 45%，结合实际资金投入情况调整各项具体指

标。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通过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各项绩效指标的实现程度，该项

目自评得分为 100 分。

（二）项目绩效分析

产出指标、效益完成情况如下：产出指标三级数量指标，"

协商活动组织次数"设定的年度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指标

100%；社会效益中的三级指标“协商社会效益”，设定的年度

指标值为 95%，实际完成指标值为了 100%，全年共开展基层协

商和群众接访活动 123次，收集整理社情民意 315条，报送社

情民意专报 8期，培育民生类提案 95件，推动解决教育、交通、

城市更新等热点难点问题。去年 8月，成立社会法制委员工作

室，组织委员接访、约访群众 22场、36人次，及时回应群众诉

求，协调化解信访纠纷。比如，成功化解了历时 18年、涉及 146

户业主反映的房产办证难问题，推动多元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

解。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深化巩固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牵头各组团帮扶单位投入帮扶资金 2390万元，完成帮扶项目 50

个，带动当地 3470户农户受益。积极投身抗疫大战大考，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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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参与一线防控和志愿服务 500余人次，捐款捐物 120余万

元；组建抗疫先锋队，派出机关干部 31人次驻点隔离酒店、方

舱医院以及支援兄弟区抗疫，有序安排干部职工 300余人次参

加“第一方阵”，以实际行动凝聚起共克时艰、团结抗疫的强大

精神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常态化开展专题辅导、宣

讲报告，制度化开设委员读书群、开展委员读书活动，全年共

举办各类学习研讨活动 120余次，主动认领 27项整改任务，围

绕我区历史古遗存保护利用、横沙书香街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题

开展主题学习和协商监督 80余次，组织委员参与重大行政决策

评估、听证会 119人次，为实现科学决策集思广益、汇聚智慧。

服务满意度三级指标“协商活动参与者”(政协委员,职能部

门等)满意度,设定的年度指标值为≥95%，实际完成指标 95%，

区政协通过调研视察、委员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方式，积极

参政议政。参与协商的政协委员、职能部门对协商平台的持续

深化普遍给予了好评和肯定。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强化组织领导，聚焦中心工作。在区政协党组和办

公室的引领下，“数字政协”平台坚持以委员为中心，以履职

为引导，认清平台建设的关键所在，积极寻找具有重大牵引作

用的突破口，谋深做细多场景应用。制定《黄埔区数字政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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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案(2022-2024 年)》，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工作举措；依托

“数字政协”平台，实现“履职服务在线、协商互动在线、委

员学习在线”的“三大在线”体系,做到履职流程全方位覆盖、

履职链条全环节管理、履职主体全方位参与，以信息化推动政

协履职现代化。目前，正积极对接有呼必应中心，将基层协商

落地应用接入区内对应职能部门进行处理，真正实现跨部门协

同办理，提高基层民意解决、委员建言资政的转化实效。

（二）运作规范有序，丰富履职形式。一是实现机关内联。

面向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构建“书香政协”、“会议管理”、

“网络议政”等应用模块，建立综合集成、协同高效的工作运

行体系，政协机关内部开会议政、读书交流等实现高效运行。

二是实现委员互动。构建“提案系统”、“会议活动”、“基

层协商”、“网络议政”等场景应用模块，重点围绕委员提案、

大会发言、社情民意、民主监督等方面展开设计和开发。同时，

优化界面操作流程，在委员履职加分、数据档案管理、会议签

到、参政议政等方面，全部实现数字化运行，有效提高委员建

言资政质量，规范委员档案管理。三是实现社会参与。面向街

道开放基层民意收集等功能，切实提高政协工作的社会开放度

和群众参与度，让界别群众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到政协履职活动

中，使各方诉求能够在“数字政协”平台得以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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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挥平台作用，切实提高成效。一是坚持以实际需

求为导向，通过简单易懂的操作流程，坚持强化用户思维，简

化操作流程，建立数字政协专题门户，通过数据文字展示，让

委员履职情况更为直观、形象，实现了由传统纸质档案管理向

现代化数字档案管理的转型升级，方便日常查阅，提高使用效

率。二是有效地将数字化改革融入“委员读书活动”等活动中，

通过在“数字政协”平台创建读书群、接入第三方读书平台和

听书软件，为委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读书提供广阔的读书交流平

台，打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切实推进“书香政协”建设。三是

促进了协商成果的转化，基层群众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通

过平台流转、部门办理、结果反馈、委员评分等环节，使其能

够融入到对应部门的工作中或形成有益于社会的提案。四是将

委员的日常履职情况作为年度考核和评优的重要依据，通过“数

字政协”平台，把委员履职加分情况以数据形式表达，委员可

以在“数字政协”平台查询到自己及其他委员履职加分情况，

调动了政协委员的履职积极性，变“要我履职”为“我要履职”。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一）“数字政协”平台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进一步

强化技术支持，为委员履职提供更加牢靠的数据支撑。

（二）还需进一步强化市区联动，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协”

平台与市政协相关业务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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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建议

（一）合理运用“数字政协”平台的优势，一方面通过数

字赋能打破时空限制，进一步推动政协委员和社会群众等更加

高效充分地参与协商议政；另一方面应认识到网络协商议政具

有一定非理性，合理筛选收集到的建议和提案。

（二）持续拓展和丰富协商议政的形式，在进行常规活动

的同时，通过“数字政协”平台的远程协商模块，对现场进行

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