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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区 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专项和垃圾分类减量
专项基金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对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的有关要求，我局对 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

专项基金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进行了自评，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专项基金项目 5160 万元，

拨付使用 5160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各乡镇（街道）贯彻落实各级环境卫生整治和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扎实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大力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和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全面完成了 2022 年工作目标任务，全区城

乡环境卫生品质显著提升。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投入、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长沙市望城区 2022 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望政办

函〔2022〕17 号）的有关规定，并按照《望城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

《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考核评比方案》的通知（望

城管通〔2022〕37 号、望分类组发〔2022〕1 号），制定资金分配方案，

分配资金 516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垃圾分类减量村（社区）补助资金 1342 万元。

（1）2021 年垃圾分类减量村（社区）补助资金 742 万元。63 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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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村，每个村补助 8 万元，其中根据资金引导方案“10000 人以村、社

区按照两个村的标准补助”，靖港镇庐江社区按两个村计算，共 512 万

元；31 个二类村，每个村补助 6 万元，共 186 万元；11 个三类村，每个

村补助 4 万，共 44 万元。该项共计补助 742 万元。

（2）2022 年垃圾分类减量村（社区）补助资金 600 万元。51 个一

类村，每个村补助 8 万元，其中根据资金引导方案“10000 人以村、社

区按照两个村的标准补助”，靖港镇庐江社区按两个村计算，共 416 万

元；24 个二类村，每个村补助 6 万元，共 144 万元；10 个三类村，每个

村补助 4 万，共 40 万元。该项共计补助 600 万元。

2、楼盘（小区）、安置小区（集镇）垃圾分类减量补助资金 521.6

万元。

(1)2021 年度 158 个未推行撤桶并点的楼盘（小区）、安置小区（集

镇）外，分别按 60%、40%的比例，评出 89 个一类、64 个二类，按实际

居住户（缝）数，分别按一类 30 元/户（缝）、二类 20 元/户（缝）进

行资金奖补。该项共计补助 337.6 万元。

（2）2022 年度 30 个推行撤桶并点楼盘（小区）、重建地，共建厢

房 54 个，经对厢房运转效果进行暗访验收，通过验收的小区共 25 个，

厢房数 46 个。按照 4 万元/个厢房补助标准。该项共计补助 184 万元。

3、2021 年街（镇）垃圾分拣回收总站建设及运行补助资金 642.60

万元。

（1）依据 2020 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三章 补助资金的范围和标

准”第六条“（五）街镇（村）级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站建设补助资金”，

大泽湖、金山桥、乌山三个总站建设投入都超过 50 万元（相关结算资料

已查验存档），经验收合格按文件明确的 50 万元/个标准分别给予补助，

该项补助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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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资金管理办法“第三章 补助资金的范围和标准”第六条

“（六）街镇级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总站运行补助资金”中“街镇级生活

垃圾分类回收总站运行经费按已开展垃圾分类的村（社区）3 万元/个的

标准进行拨付，超额完成任务量的，按照 500 元/吨的标准执行奖补，奖

补经费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所有运行经费实行以量考核”的标准，取

2020 年 12 月 1 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各街镇总站垃圾回收完成情况，共

完成 1.02 万吨大件垃圾、低价值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除白箬铺总站，

其他 13 个均超量完成，运行经费需补助 423.21 万元，超量任务部分需

补助 69.39 万元，该项补助 492.6 万元。

4、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人均补助资金 1404.18 万元。

对全区 11 个街镇按 15 元/人标准给予补助(人口数为望城区公安局

人境大队提供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户籍人口数）。

5、城乡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季度考核奖励资金 84 万元。

根据《2022 年望城区城乡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减量考核评比方案》

（附件 8），从 2022 年第 2 季度开始，对街（镇）、村（社区）、楼盘

（小区）、集镇、重建地进行评比，每个季度评选出优胜单位，报分管

区长同意后给予资金奖励 84 万元。

6、低利用价值、有害、大件垃圾处置项目资金 425.75 万元。

根据省市对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考核要求，由区城管局牵头，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外包的形式，引进低值可回收垃圾、大件垃圾和有害垃

圾处置项目公司，湖南万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通过政府采购招投标

的形式中标，中标价格 1495.50 万元（三年），2022 年按实际工作情况

支付 1-11 月项目资金 425.75 万元。

7、2022 年垃圾分类减量专项工作经费 120 万元。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工作布署，区城管局牵头全区的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工作经费 120 万元/年，用于开展垃圾分类督查、指导、考核、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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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议和劳务费等日常支出。

8、其它资金 619 万元。

（1）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划转农业农村局 200 万元。

（2）经区城管执法局党组集体研究，并报分管副区长同意，拟在

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专项资金中列支 419 万元，用

于补助弥补相关街（镇）在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出现的资金不足。具体为：高塘岭街道 101 万元、乌山街道 52 万元、丁

字湾街道 29 万元、铜官街道 19 万元、靖港镇 48 万元、乔口镇 43 万元、

茶亭镇 46 万元、桥驿镇 24 万元、白若铺镇 12 万元、白沙洲街道 4 万元、

月亮岛街道 29 万元、大泽湖街道 4 万元、金山桥街道 4 万元、黄金园街

道 4 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资金由我单位制定分配方案报区政府主管领导审定后，通过

区财政局预算科直接支付，未纳入我单位帐务核算。全年城乡环境卫生

整治和垃圾分类减量专项引导基金补助全部用于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

圾分类减量工作，无挪用、侵占现象。

三、绩效自评

（一）项目的产出成果

以建设现代化公园式城区为目标，以“五清”为抓手，逐月组织对

农村赶集、店外经营、车辆停放、墙体广告、违章搭建等环境卫生乱象

进行了有效整治。同时，还对垃圾分类减量难点工作进行专项考核，指

导街道（乡镇）扎实推进环境卫生示范片区建设，推动了我区的城乡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由净化、序化向绿化、亮化、美化、文化的转变。

1、大力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了“层层

受考核，级级有责任，干好有奖励，落后有压力”的工作局面。开展系

列专项行动。开展了“迎新春，大扫除”、“全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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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观摩活动”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的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做到整治一片、

巩固一片、提升一片。营造了干净、整洁、靓丽的城乡环境，区城乡环

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2、全域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强化精细提效果。提升垃圾分类全程

管理。推动党建引领，加强宣传引导，指导各街（镇）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培

训 286 场，全年省市区媒体报道 272 篇。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2022 年回收低价值可回收物 5634.37 吨、大件垃圾 4796.03

吨、有害垃圾 88.41 吨，厨余垃圾 17010.27 吨。加强监管严考核。严格组织

垃圾分类考核。制定《2022 年长沙市望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了 2022 年城乡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考核方案。对各街（镇）、相关区直

单位进行月度暗访考核、季度排名通报。将考核范围向村（社区）、楼盘（小

区）、集镇、重建地延伸，评比优胜和黄牌单位，严格兑现奖罚。突出重点

抓整治。制定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动方案，各街（镇）对《长沙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宣传宣讲，开展住宅小区、办公及生产经营场所、垃圾

站场联合检查，垃圾分类查处案件 54 起，罚款金额 5050 元。示范创建

树标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按照全域覆盖、连点成片要求，重点

指导街道、社区打造垃圾分类小区、公共机构、商超、学校等。2022 年全区

共创建 1 个垃圾分类示范街道、4 个市级示范社区、7 个市级达标社区，为全

区垃圾分类工作树立了示范标杆，示范片区覆盖进一步扩面，带动引领作用

进一步增强。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使资产得到增值，市场增加效益，招商增添魅力；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2、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推动了我区的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垃圾分类工作，城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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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面貌改善，村容村貌更加整洁、干净、卫生，垃圾分类实现城乡全覆

盖，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率达到 100%，城区社区垃圾分类实现设施设备、

入户宣传全覆盖，分类运输、分类处置水平不断提高，全域垃圾分类减

量村，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全链条基本畅通。通过推行环境卫生治理

和垃圾分类，人居环境得到提升，城乡由净化、序化向绿化、亮化、美

化、文化的转变，实现生态环境更加优良、城乡特色更加鲜明、公共设

施更加完善、群众生活环境更加舒适。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民意调查对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的满意度在 90%以上。环境卫生知识

和健康教育群众知晓率，群众参与率在 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