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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府购买演出服务）

市级项目主管部门：梅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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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对国有文艺院团的扶持，推

动地方戏曲传承保护与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

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办发〔2015〕52 号）、《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2016〕11号）等文件精神，我局利用市财政局拨

付的“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府购买演出服务）”专项经

费 100 万元组织市级 2 家国有文艺院团（广东汉剧院演艺有

限公司、梅州市山歌剧团演艺有限公司）深入基层开展文化

惠民演出活动，让城乡百姓及时享受我市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进一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助推我市文化名

城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二）项目决策情况

结合市级 2 家演出单位实际情况，以及疫情防控态势，

我科制定了“2021 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府购买演

出服务）资金使用计划”，于 6 月 18 日局党组会审议通过

后组织实施，具体如下：

1.市山歌剧团有限公司演出合计 51 场次，场次补贴合计

70 万元：参加“广东省第十四届‘百歌颂中华’歌咏活动”（梅

州）选拔赛活动”补贴 5 万元；创作排演“百年辉煌路·山歌颂

党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情景晚会补贴 15

万元；开展送戏进农村、进校园等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共 24

场次，每场补贴 1.25 万元，合计 30 万元，每场演出总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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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少于 90 分钟；开展“相约周六”驻场演出共 25 场次，每

场补贴 0.8 万元，合计 20 万元，每场演出总时长不能少于

90 分钟。

2.广东汉剧院演艺有限公司演出场次合计 33场，场次补

贴合计 30 万元：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剧

目展演以及送戏进农村、进校园等文化惠民演出共 8 场次，

每场补贴 1.25万元，合计 10 万元，每场演出总时长不能少

于 90分钟；开展“周五有戏”“周六艺苑”驻场演出共 25场次，

每场补贴 0.8 万元，合计 20 万元，每场演出总时长不能少于

90 分钟。

（三）绩效目标

一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及时分享我市文化建设优秀成

果、近领略客家传统戏曲文化魅力的需求，丰富基层百姓的

精神文化生活之余，引导崇尚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促使兴趣

爱好的培养，扩大戏曲文化受众面；二是促使院团积极创排

广东汉乐（剧）、客家山歌（剧）等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

品，盘活传统经典剧（节）目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编的剧（节）

目，通过惠民演出这个展示平台，让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艺

工作者得到反复锤炼、打磨，不断提高演出质量，扩大地方

戏曲影响力，促进地方戏曲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助推我市文

化名城建设。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接到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梅市财评〔2022〕3 号）后，我科立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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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资金使用单位（广东汉剧院演艺有限公司、梅州市山

歌剧团演艺有限公司）做好绩效自评工作。

三、绩效自评结论

2021 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府购买演出服务）”

专项经费 100 万元全部用于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圆满完

成 84场次演出任务（包括创作排演“百年辉煌路·山歌颂党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情景晚会，参加“广东

省第十四届‘百歌颂中华’歌咏活动”（梅州）选拔赛活动”等

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各项公益性演出，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主题演出、“周五有戏、周六艺苑、相约周六”

剧场驻场展演以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送戏进农村、进校园、

进社区、进军营、进园区等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受惠观众

线下超 2 万人次，线上超 35 万人次，极大地丰富了基层群

众文化生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了预期绩效目标。

该项目资金到位 100%，使用率 100%，绩效自评 100 分。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2021 年 6 月 18 日，我局召开党组会议，

研究并通过了该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2）目标设置。2021 年底前完成 84 场次文化惠民演出

任务。

（3）保障措施。2021 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

府购买演出服务）”专项资金 100 万元列入了 2021 年市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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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预算，由市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以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

贴形式支付给市级 2家演出单位（广东汉剧院演艺有限公司、

梅州市山歌剧团有限公司）。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2021 年 3 月底，市财政局下达该项目

专项资金使用指标 100万元。

（2）资金分配。全年完成 84 场次演出任务，其中：广

东汉剧院演艺有限公司演出 33场次，给予演出补贴 30万元；

梅州市山歌剧团有限公司演出 51场次，给予演出补贴 70万

元。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2021 年 6 月，由市财政局通过国库集

中支付方式拨付 2 家演出单位。

（2）支出规范性。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专项资金规定使

用范围和用途支出，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存在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等违规现象。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该项目资金不涉及工程建设、维修，

不存在招标、验收情况，按照“向市财政局请款——市财政局

下达资金使用指标——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报局党组研究决

定同意——与演出单位签订合同——由市财政局直接拨付

经费给演出单位——演出单位开展惠民演出”的程序进行，在

实施过程未出现任何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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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情况。我科高度重视“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

（政府购买演出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要求 2 家资金使用单位严格执行《购买文化惠民演出服务合

同》内容，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演出任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不定期检查项目开展情况，确保资金的安全使用和项目完成

的质量。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项目资金到位 100 万元，支出 100 万元，使

用率 100%，无结余或超支。

2.效率性。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影响，线下演出严重受

阻，演出单位克服种种困难，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文化惠民演

出任务。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该项目的开展一方面可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

享受精神文化成果，丰富基层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

面可促使院团积极创排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通过广泛

开展惠民演出，让文艺作品得到反复锤炼、打磨、提高，培

育梅州本土演艺品牌，繁荣我市优秀文化艺术，助推我市创

建文化强市。该项目自 2017 年实施至今已连续开展 5 年，

免费为市民提供精神文化食粮，深受欢迎，受众面越来越广，

文化惠民演艺品牌深入人心，极大地丰富了基层百姓的精神

文化生活，是推动地方戏曲传承保护与发展的有力举措。

2.公平性。该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是市级 2 家国有文艺院

团，我局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以及疫情防控态势，我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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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最优化的演出补贴分配计划和任务安排，在全市范围内

的农村、校园、社区、军营等地方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

五、主要绩效

戏曲是我国中华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一颗明珠，传承和发

展戏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担当。梅州客家山歌和

广东汉剧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充分利用这

一资源优势，我市在剧种的活态传承、保护利用、项目建设、

非遗展示工作上，积极谋划、探索新路、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传统戏曲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为进一步扩大地方戏曲

覆盖面，我市积极开展剧场驻场演出、送戏下基层（即送戏

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军营等）惠民演出活动，让更

多群体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客家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进一步

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该项目自 2017 年实施至今

已持续开展了 5 年，经过多年培育，已成功打造了“周五有戏、

周六艺苑、相约周六”“送戏进社区、学校、进军营、进园区、

进农村”等梅州本土演艺品牌，演出内容愈来愈丰富多样，演

出质量不断提高，也培养了一大批山歌迷、广东汉剧票友，

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六、存在问题

一是演出场次多，补贴经费有限，与演出实际费用存在

较大差距，超出部分需演出单位自行解决，加重了演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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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二是演出单位现有的道具、灯光、音响等设施设备已

使用多年，陈旧落后，频繁搬运，破损较多，加之演出现场

条件有限，直接影响了节目演出效果；三是演出单位缺乏编

剧、导演等优秀专业人才，自主创排精品剧（节）目的能力

有待提高，难于满足百姓日益增强的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积极创排百姓喜闻乐见的

优秀文艺剧（节）目，争取更多专项资金投入用以提高演出

质量，扩大受众面，打造梅州本土演艺品牌，继续为梅州创

建文化强市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