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仁化县城口镇人民政府

基本信息 财政供养人员数 64人 下属二级单位数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1,002.92 财政拨款 1,336.55

项目支出 230.03 其他资金 0.00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省本级使用资金 1,336.55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103.60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0.00

总体绩效目标

城口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省、市、县委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县委“一三九”发展战略，并结合城口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砥砺奋进抓落实，推动了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疫情防控、城镇提升、红色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中心工作顺利完成。

城口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省、市、县委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县委“一三九”发展战略，并结合城口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砥砺奋进抓落实，推动了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疫情防控、城镇提升、红色旅游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中心工作顺利完成。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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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全域旅游

1、利用城口红色历史文化，建设

国家长征公园建设项目；2、充分

挖掘和展示古村历史文化：大力发

展镇内恩村古村、上寨古村，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和基础配套等；3、

城口红色特色小镇将红色文化、古

村文化、自然景观等统一规划建

设，打造国家级3、城口红色特色
小镇将红色文化、古村文化、自然

景观等统一规划建设，打造国家级

3A景区，提升城口红色小镇知名度

。

20.00

加快项目建设，提升小镇城市功能和承载力。以红军长

征粤北纪念馆建设为突破，加快红色小镇建设；以丹霞

丰源温泉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产业发展；以环境综合

整治为关键，完善城口特色小镇服务设施和功能，提升
城镇功能和承载能力。

全域旅游

1、利用城口红色历史文化，建设
国家长征公园建设项目；2、充分

挖掘和展示古村历史文化：大力发

展镇内恩村古村、上寨古村，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和基础配套等；3、
城口红色特色小镇将红色文化、古

村文化、自然景观等统一规划建

设，打造国家级3、城口红色特色

小镇将红色文化、古村文化、自然
景观等统一规划建设，打造国家级

3A景区，提升城口红色小镇知名度

。

20.00

加快项目建设，提升小镇城市功能和承载力。以红军长
征粤北纪念馆建设为突破，加快红色小镇建设；以丹霞

丰源温泉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产业发展；以环境综合

整治为关键，完善城口特色小镇服务设施和功能，提升

城镇功能和承载能力。

人大工作

1、加强学习及时传达学习县委、
县人大工作会议精神；2，积极开

展代表走基层履职活动；3、按时

召开人大例会

30.00

1、提高代表履职能力；2、围绕目标任务，提升依法监

督的实效；3、1、助力社会发展不懈怠。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乡村振兴助推器”作用，着力从措施有效、成效

巩固等方面实施监督，增强实效，督促持续巩固乡村振

兴成果

人大工作

1、加强学习及时传达学习县委、

县人大工作会议精神；2，积极开

展代表走基层履职活动；3、按时
召开人大例会

30.00

1、提高代表履职能力；2、围绕目标任务，提升依法监
督的实效；3、1、助力社会发展不懈怠。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乡村振兴助推器”作用，着力从措施有效、成效

巩固等方面实施监督，增强实效，督促持续巩固乡村振

兴成果

乡村振兴

以乡村振兴战略宣传为基础，以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

300.00

1、以产业振兴为出发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2、以人
才振兴为着力点，培育实用型农民；3、以文化振兴为

落脚点，大力发展乡村文明；4；以生态振兴为突破口,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5、以组织振兴为总抓手，不断

夯实基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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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乡村振兴

以乡村振兴战略宣传为基础，以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

300.00

1、以产业振兴为出发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2、以人
才振兴为着力点，培育实用型农民；3、以文化振兴为

落脚点，大力发展乡村文明；4；以生态振兴为突破口,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5、以组织振兴为总抓手，不断

夯实基层基础。

宣传工作

1、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2、坚持不懈抓好理论学习；3

、继续加大对外宣传力度；4、继
续巩固“创文”工作5、继续繁荣

活跃先进文化 10.00 配合上级部

门建立高效运转的巩固提升文明城

市建设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巩固
拓展全国文明城市成果，深化拓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对标建

设或更新一批具有仁化特色的公益

广告和景观小品。积极推行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促进适度消费、光盘

行动、低碳出行，实施节能、节水

、节地、节材行动，推动节约型社

会建设。

10.00

配合上级部门建立高效运转的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建设常

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成果，深化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对标建设或更新一批具

有仁化特色的公益广告和景观小品。积极推行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促进适度消费、光盘行动，实施节能、节水

、节地、节材行动，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

宣传工作

1、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2、坚持不懈抓好理论学习；3

、继续加大对外宣传力度；4、继
续巩固“创文”工作5、继续繁荣

活跃先进文化 10.00 配合上级部

门建立高效运转的巩固提升文明城

市建设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巩固
拓展全国文明城市成果，深化拓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对标建

设或更新一批具有仁化特色的公益

广告和景观小品。积极推行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促进适度消费、光盘

行动、低碳出行，实施节能、节水

、节地、节材行动，推动节约型社

会建设。

10.00

配合上级部门建立高效运转的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建设常

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成果，深化
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对标建设或更新一批具

有仁化特色的公益广告和景观小品。积极推行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促进适度消费、光盘行动，实施节能、节水

、节地、节材行动，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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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疫情防控工作

1、结合国内疫情防控新态势，抓

牢排查工作；2、抓实抓细防疫物

资储备工作；3、查漏补缺，加强
酒店、民宿管理；4、加强企业内

部管理，提高责任意识；5、抓实

重点场所防疫，周密做好校园内的

疫情防控工作；6、抓实重点场所
防疫，强化农贸市场消杀工作。

10.00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健全“三个一”社区网格化

疫情防控机制，织牢织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公共

卫生防控体系。加强重点人群防控，对高风险岗位人群

加强培训、监督、教育和管理。

疫情防控工作

1、结合国内疫情防控新态势，抓

牢排查工作；2、抓实抓细防疫物

资储备工作；3、查漏补缺，加强

酒店、民宿管理；4、加强企业内
部管理，提高责任意识；5、抓实

重点场所防疫，周密做好校园内的

疫情防控工作；6、抓实重点场所

防疫，强化农贸市场消杀工作。

10.00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健全“三个一”社区网格化
疫情防控机制，织牢织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公共

卫生防控体系。加强重点人群防控，对高风险岗位人群

加强培训、监督、教育和管理。

生态环保

传播绿色理念，倡导绿色文明，维
护生态环境，积极开展“弘扬雷锋

精神，与绿色环保同行，共创绿色

和谐文明社会”

10.00

遏制生态环境破坏，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利用科学事

项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

保国民经济和社保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保

传播绿色理念，倡导绿色文明，维
护生态环境，积极开展“弘扬雷锋

精神，与绿色环保同行，共创绿色

和谐文明社会”

10.00

遏制生态环境破坏，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利用科学事

项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

保国民经济和社保的可持续发展。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可选
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建设数 1个 1个

年度开展人大会议次数 2次 2次

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建设数 1个 1个

质量指标 资金支付合规性 合规 合规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率（%） 98% 98%

成本指标 年度安排人大工作经费 30万 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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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加快我镇旅游业发展 加快我镇旅游业发展 加快我镇旅游业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乡镇人大正常运营保障度 乡镇人大正常运营保障度
乡镇人大正常运营保障

度

提高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能力 提高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能力
提高人大代表履行职责

的能力

有效保障政府正常运转 有效保障政府正常运转 有效保障政府正常运转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助力乡

村农业发展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助

力乡村农业发展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建

设，助力乡村农业发展

加快统筹乡村发展进程 加快统筹乡村发展进程 加快统筹乡村发展进程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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