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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济源市文化馆概况

一、济源市文化馆单位主要职能

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繁荣群众文化事业。文化宣传、相关培

训，业余文艺创作组织，村级文化室业务指导，群众文艺理论研

究，文化交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收集整理与保护。

二、济源市文化馆预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为汇总预算，仅包括济源市文化馆本级预算，无下属

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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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度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收入总计 309.8 万元，支出总计 309.8

万元，与 2020 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50.8 万元，增长 19.61%。

主要原因是省级下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

二、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收入合计 309.8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47.1 万元；部门结转 62.7 万元。

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支出合计 309.8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225.1 万元，占 72.66%；项目支出 84.7 万元，占 27.34%。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 247.1 万元。

与2020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减少1.9万元，减少0.76%，

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调整。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247.1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197.3

万元，占79.8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37.8万元，占15.30%；

住房保障（类）支出 12.0 万元，占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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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出预算经济分类情况说明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的通知》

（财预〔2017〕98 号）要求，从 2018 年起全面实施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改革，根据政府预算管理和部门预算管理的不同特点，分

设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两

套科目之间保持对应关系。为适应改革要求，我单位《支出经济

分类汇总表》按两套经济分类科目分别反映不同资金来源的全部

预算支出。

七、“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 0.9 万元。2021

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数比 2020 年减少 1.7万元，下降 65.38%。

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预算数与 2020 年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 0.1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接待，与

2020 年持平。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8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0.8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流动舞台车燃油费、维修费、

保险费、审验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比 2020 年减少 1.7 万元，

下降 68.00%，主要原因是：单位公务用车收回；公务用车购置

费 0 万元，与 2020 年持平。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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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济源市文化馆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0

年持平，主要原因：我单位为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1 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我单位 2021 年预算项目均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

产出、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目标，综合反映项目

预期完成的数量、实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经济效益、可持

续影响以及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20 年期末，济源市文化馆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般公

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1 辆，其他用车

主要是流动舞台车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套，单位

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套。

（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济源市文化馆负责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共有 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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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是指部门取得的除“财政拨款”、“事业收

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不

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

事业单位以前各年度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

后年度收 支差额的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所必需的开支，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

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是指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

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

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7 / 23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

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

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

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济源市文化馆 2021 年单位预算表

2021 年 4 月 20 日

http://www.haedu.gov.cn/UserFiles/File/201803/2018030914471854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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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10 表

济源市群众文化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美术馆、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的通知

单位编码 039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贾卫平 联系人 郭景霞

联系电话 0391-6617171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2 项目本年度金额 12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2 项目上年度金额 12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免费开放是国家下发的对群众文化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两馆一站免费开放资金是保证馆里

对群众实施免费开放后馆里能正常运行的资金，是为民的一项重要工程。我馆打造了免费开

放服务品牌项目：1、周末公益小舞台，每星期五的晚上，安排农村剧团或戏曲协会为广大

戏迷爱好者献上精彩的戏曲节目；2、济水韵下乡巡演，确保偏远的山区和农村群众也能欣

赏到优秀的文艺节目；3、板胡、舞蹈常年培训班，邀请专业的板胡和舞蹈老师，在每星期

的固定时间内授课，爱好者免费学习；4、暑期少儿美术、电子钢琴培训，为暑假的未成年

人开展免费学习。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豫财【2013】98 号文件：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类培训项目，举办公益性讲座、展

览，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基层文化骨干业务辅导，民间文化传承活动，

业务活动用房小型修缮及零星业务设备更新等。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馆，所从事的群众文化工作是党的文化事业

基石，作用非常重要，使命崇高。文化馆在免费开放新时期工作的根本理念应该是以人为本，

要强化责任意识，重点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免费开放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走进文化馆都受

到文化艺术的娱乐、启迪、熏陶，提高民众的文化艺术修养和思想文明素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为规范和加强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参照《河南省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了《济源产

城融合示范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我馆根据管理办法制定了《免费

开放工作实施方案和台账》

项目实施计划

1、周末小舞台演出，3-10 月，每周一场；

2、常年舞蹈、模特、化妆培训班，4-11 月，每周一课；

3、暑期少儿戏曲、美术、电子钢琴培训班，7-8 月，20课时；

4、文艺下乡巡演，10-12 月，12场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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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免费开放降低了文化馆的门槛，广大爱好者可以免费学习自己喜欢的艺术，提高了群众

的文艺水平和业余文化生活。

年度绩效目标
本年度完成小舞台演出场次大于 40 场，下乡演出场次 12 场，暑期少儿美术、电钢培训 20

节课时，常年板胡、舞蹈、模特培训每周一节课时，全年不少于 40节课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周末公益小舞台演出场次数 ≥40场

济水韵下乡巡演次数 ≥10次

板胡、舞蹈常年培训班次 ≥40次

暑期少儿美术、电钢培训课时 =20 节

质量
培训各类艺术情况 良好

演出培训重大事故发生数量 =0 起

时效 演出培训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成本完成旅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服务群众人口增长率 ≥2%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与群众的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高 长期性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跨部门沟通协作有效性 有效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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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群众文化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免费开放市级配套资金

单位编码 039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贾卫平 联系人 郭景霞

联系电话 0391-6617171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免费开放是国家下发的对群众文化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文化馆免费开放资金是保证文化

馆对群众实施免费开放后馆里能正常运行的资金，是文化为民的一项重要工程。我馆打造

了免费开放服务品牌项目：1、群星耀中原广场文化活动，在全市开展艺术广场舞、市民才

艺大赛、非遗项目展演等广场文化活动；2、开展群众性赛事活动。在全市举办群众戏曲大

赛、小戏小品大赛、舞蹈大赛、书画美术作品大赛等。3、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暨文化志

愿乡村行演出活动，确保偏远的山区和农村群众也能欣赏到优秀的文艺节目；4、举办“馆

与你”艺术普及培训活动。开办板胡、舞蹈、戏曲等常年培训班，邀请专业老师，在每星

期的固定时间内授课，爱好者免费学习；5、举办暑期少儿美术、电子钢琴培训，为暑假的

未成年人开展免费学习。6、开展文化合作社及基层文艺骨干培训辅导活动。7、利用新媒

体和数字技术，开展直播、线上教学、线下文化配送活动。8、举办各类书画、摄影、手工

艺品展览活动。并将对外开放场所进行公示，预约免费使用。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豫财【2013】98号文件：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类培训项目，举办公益性讲座、

展览，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基层文化骨干业务辅导，民间文化传承

活动，业务活动用房小型修缮及零星业务设备更新等。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免费开放是国家下发的对群众文化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三馆一站免费开放资金是保证馆

里对群众实施免费开放后馆里能正常运行的资金，是文化为民惠民的一项重要工程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家文化部下发有专门的免费开放经费使用方案，确保经费使用合理，财政部会同文化部

适时组织或委托有关机构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或绩效评价。检查和评价

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分配专项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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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计划

为使群众来到文化馆有活动可参与，有免费开放的价值，我馆打造了免费开放服务品牌项

目：1、群星耀中原广场文化活动，在全市开展艺术广场舞、市民才艺大赛、非遗项目展演

等广场文化活动；2、开展群众性赛事活动。在全市举办群众戏曲大赛、小戏小品大赛、舞

蹈大赛、书画美术作品大赛等。3、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暨文化志愿乡村行演出活动，确

保偏远的山区和农村群众也能欣赏到优秀的文艺节目；4、举办“馆与你”艺术普及培训活

动。开办板胡、舞蹈、戏曲等常年培训班，邀请专业老师，在每星期的固定时间内授课，

爱好者免费学习；5、举办暑期少儿美术、电子钢琴培训，为暑假的未成年人开展免费学习。

6、开展文化合作社及基层文艺骨干培训辅导活动。7、利用新媒体和数字技术，开展直播、

线上教学、线下文化配送活动。8、举办各类书画、摄影、手工艺品展览活动。并将对外开

放场所进行公示，预约免费使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免费开放降低了文化馆的门槛，广大爱好者可以免费学习自己喜欢的艺术，提高了群

众的文艺水平和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市民的文化艺术修养，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年度绩效目标

本年度举办全市大型文化活动 2类，下乡演出场次 20 场以上，举办各类展览 5 次以上，暑

期少儿美术、电钢培训 20节课时，常年板胡、舞蹈、模特培训每周一节课时，全年不少于

40 节课时，全展艺术活动直播 10次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大型文化活动 ≥2类

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巡演暨文化志

愿乡村乡次数
≥20 次

板胡、舞蹈常年培训班次 ≥40 次

暑期少儿美术、电钢培训课时 20节

质量

培训各类艺术情况 良好

演出培训重大事故发生数量 =0起

时效 演出培训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免费开放各类项目成本 <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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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服务群众人口增长率 ≥1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与群众的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跨部门沟通协作有效性 有效

配套设施 演出培训活动配套设施完备性 完备

信息共享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