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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的资

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发现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总结

项目管理经验，完善绩效管理制度，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的相关要求，受

东莞市财政局桥头镇分局委托，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第三

方评价机构，于 2023 年 10 月-11 月对“桥头镇小海河水生

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开展 2022 年度绩效评价，评价结

果为 83 分，绩效等级为良。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广东省环境保护“十

三五”规划》、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实施《广东万里碧道总

体规划（2020-2035 年）》等文件精神，落实东莞市石马河、

东引运河打造万里碧道的建设任务，结合东莞市水污染防治

考核的有关要求，桥头镇落实做好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

境提升工作。东莞市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位

于东莞市桥头镇，河道长度约 4.5km，起点为莲湖排站，终

点为东引运河（含支渠湖头排渠）。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

是水生态修复工程，总面积约 10602 ㎡；二是护岸工程（1

、建设自然原型护岸 5760 米。2、护坡生态绿化面积约

28750 ㎡。3、建设装配式新型绿色生态挡土墙护岸 920 米）

；三是碧道工程。结合初雨污染防治及碧道建设要求：1、

建设碧



道面积约 26118 平方米。2、水生态环境提升工程，面积约

37075 平方米。建设附属游乐设施、连廊、景观雕塑、景观

驿站等内容。河道两岸堤防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堤防等

级为 3 级。该项目由东莞市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主管，江苏

淮阴水利建设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实施。2021 年 3 月，东莞市

桥头镇水污染治理办公室拟定《关于申请启动桥头镇小海河

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前期工作的请示》并征求桥头镇政府

意见获得批复。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是东莞市桥头镇工程建设

中心。该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东莞市财政局桥头分局申请的

2022 年新增专项债券 5.71 亿元。本项目共安排财政资金

69,392,948.80 元。2022 年度安排资金 62，450，000 元，

实际执行 62，450，000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该项目申报基本规范，目前水生态修复、护岸和碧道工

程均已完工。项目对小海河水生态修复、护岸和碧道的建设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海河水生态环境，对桥头镇完成东莞市

石马河、东引运河打造万里碧道的建设任务和东莞市水污染

防治考核要求起到主要作用，有利于全市水生态景观的提升。

不足之处在于项目设计存在不完善之处；项目实施与过程管

理规范化有待加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不足等。建议增强

项目设计科学性和合理性；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及过程管理；

加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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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0〕10号）、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东府办〔2019〕51号）

的相关要求，东莞市财政局桥头镇分局决定将桥头镇小海河

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纳入财政支出第三方重点绩效

评价范围。受东莞市财政局桥头镇分局的委托，东莞职业技术

学院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于 2023年 10月至 2023年 11月，

组织专门力量对该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为 83 分，

绩效等级为良。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落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广东省环境保护

“十三五”规划》、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实施《广东万里碧道

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等文件精神，落实东莞市石马河、

东引运河打造万里碧道的建设任务，结合东莞市水污染防治

考核的有关要求，桥头镇落实做好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

境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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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东莞市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位于东莞

市桥头镇，河道长度约 4.5km，起点为莲湖排站，终点为东

引运河（含支渠湖头排渠）。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是水生

态修复工程，总面积约 10602 ㎡；二是护岸工程（1、建设

自然原型护岸 5760 米。2、护坡生态绿化面积约 28750 ㎡。

3、建设装配式新型绿色生态挡土墙护岸 920 米）；三是碧道

工程。结合初雨污染防治及碧道建设要求：1、建设碧道面

积约 26118 平方米。2、水生态环境提升工程，面积约 37075

平方米。建设附属游乐设施、连廊、景观雕塑、景观驿站等

内容。本项目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是河道两

岸堤防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堤防等级为 3 级。

东莞市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为该项目的实施部门，具体

落实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实施通过公开招

标的方式进行。为了落实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

程，2022 年 6 月 17 日，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实施；2022 年 7 月 7 日开标评审，确定江苏淮阴水利建

设有限公司中标；2022 年 7 月 20 日，签订项目合同；2022

年 12 月 29 日，项目资金拨付完成。

3. 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预算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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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92,948.80 元。2022 年预算安排 62，450，000 元，截

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实际支出总金额为 62，450，000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1）以重塑小海河排渠水生态多样性、提高水环境自

净能力为目的水生态修复工程，使小海河排渠水体环境容纳

量大幅提升，长期通过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改善和稳定排

渠水质，提升环境质量；

（2）以小海河排渠为纽带，建设贯穿人行及绿道为主

的景观工程，使河道发挥其应由的生态河景观主体功能。在

满足这些基础条件的同时，打造沿河绿化景观带，增加两岸

绿色背景，为乡镇增加一条靓丽风景线。

2．阶段性目标

完成项目所有工程量的 90%，即以下工程量的 90%。具

体包括：（1）水生态修复工程：乔灌木 2250 株、地被 23000m
2
、

草皮 30000 m
2
、河道疏浚:4200m

3
;（2）护岸工程：坡面修

复:24638 m
2
、挂网喷草护坡:3799 m

2
、水泥仿木桩:12516m、

松木桩: 116m
3
、道牙: 10554m；（3）碧道工程：透水混凝土:



4

2440m
3
、透水沥青:943.1m

3
；庭院灯:488 盏、手孔井:169 座、

电线电缆线路:27100m、PPR 给水管 DN50:3265m、PPR 给水

管 DN65：2131m、PPR给水管 DN40: 2645m、PPR 给水管 DN25:

974m、排水管 DN300:2000m、排水管 DN200: 2100m、排水管

DN500: 159m、雨水口: 162 座、检查井:58 座、不锈钢栏

杆: 2300m、整石坐凳:1994m、挡土墙:182m
3
、挡车石:422 个、

石材铺装:12000m
2 、

水泥搅拌桩:172 根、灌注桩:24 根、钢

构小品: 49 座、厕所: 2 座。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及时了解掌握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

项目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效益，特对其进行重点绩效评

价。本次评价将通过对该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

情况的分析，评价项目整体的规范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

益性，揭示影响项目绩效的主要因素，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并努力在项目设计、实施、方式创新、过程管理、社会效益

提升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为进一步完善类似项目的管理

和实施提供参考，并促使相关部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和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评价结果将反馈给被评价单位，



5

以及被评价单位主管部门。

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预算总额为

69，392,948.80 元，本次绩效评价的资金范围为 2022 年预

算资金 62，450，000 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

付 62，450，000 元。该项目评价的时间范围为：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

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

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

明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单位自评应由项目单位自主实

施，即“谁支出、谁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在单位

自评的基础上开展，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

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

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

2、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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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方法

本项目采取“书面材料审核和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综合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调查相结合、一般调查与重点调查

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等方法，采用绩效评价

逻辑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比较、专家评议等形式对桥

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经费支出的规范性

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评价。

4.评价标准

项目主要评价标准有：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财预〔2020〕10 号）、《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东府办

〔2019〕5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

知》、《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地表水环

境功能区划》、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实施《广东万里碧道总

体规划（2020-203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SL 

223-2008《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关于<关于印发

东莞市各镇街内河道综合治理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桥

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服务合同》及有关国

家、行业标准及项目招投标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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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开展前期调研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东莞市财政局桥头镇分局、桥头镇

工程建设中心与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在桥头行政办事中心财

政大楼 4 楼会议室进行座谈，了解项目实施进展、资金使用

情况，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项目实施的经

验、建议意见等。

2、书面审核及分析，制定评价方案

2023 年 10 月 7 日-11 月 2 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绩效

评价专家组对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提交的材料进行收集、整

理分类、组织专家评价小组对所有材料进行评审、分析，制

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含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表）。2023 年 11

月 3 日-11 月 10 日，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就项目实施方案向

东莞市财政局桥头镇分局反馈意见，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绩效

评价专家组讨论，最终确定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3、现场评价

2023 年 11 月 16 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绩效评价专家组

与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江苏淮阴水利建设有限公司在桥头

行政办事中心 B 栋 7 楼召开现场评价座谈会。主管部门和参

与调研的施工单位都整理、归档了项目绩效评价佐证材料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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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部分文件按需提供了复印件，并协助和配合绩效评价专

家组开展完成了项目重点评价现场核查工作。

4、综合评价，撰写、提交评价报告初稿、意见反馈、

定稿

2023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30 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绩

效评价专家组根据书面材料审核、现场评价调查情况对项目

进行总体评价并出具了评价报告。内容包括被评价对象的概

述、评价指标分析、评价结论和存在问题分析及具体改进措

施与建议等。评价报告经东莞市财政局桥头镇分局初步审核

后，与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交换意见，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根

据交换意见修改完善后呈报东莞市财政局桥头镇分局审核

验收。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经综合评价，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

评价结果为 83 分（见表 2），绩效等次为良。

表 2 一级指标评分情况

名称 决策（18 分） 过程（ 26 分） 产出（24 分） 效益（32 分） 总分

评价得分 16 23 22 2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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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评价，该项目评价结果为 83 分，绩效等级为良。

（二）评价结论

该项目申报基本规范，目前水生态修复工程、护岸工程

和碧道工程等所有工程均已完工，碧道绿化植物由实施单位

继续养护一年。水面、护岸移交桥头镇水务中心进行养护，

碧道移交桥头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进行养护。项目对小海河

水生态修复、护岸和碧道的建设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海河周

边的水环境质量，对桥头镇完成东莞市石马河、东引运河打

造万里碧道的建设任务和东莞市水污染防治考核要求起到

主要作用，有利于全市水生态景观的提升。不足之处在于项

目设计存在不完善之处；项目实施与过程管理规范化有待加

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不足等。建议增强项目设计科学性

和合理性；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及过程管理；加强项目实施

的过程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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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立项依据基本充分、立项程序规范

项目立项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

实施《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等文件精神，

符合东莞市水污染防治考核的有关要求，提升水生态环境的

要求。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是专门负责项目实施的部门，工

程资金拨付属于其职责范围。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批

复实施《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等文件精

神，2022 年 6 月 17 日，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通过公开招标

方式实施政府采购。本项目为 2022 年度新审批通过的项目，

立项基础充分。

2.项目绩效指标合理性、明确性不足

根据项目自评资料审查发现，项目设置的绩效指标为完

成河道 4.5km 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即按工程图纸完成水生态

修复工程、护岸工程和碧道工程计划工程量。

该绩效指标设置以完成河道 4.5km 水生态及环境提升为

产出数量指标，以及以“完成计划工程量”为产出质量指标，

较为笼统，不够具体明确。数量指标应当列明具体的分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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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名称和具体工程量，如面积和长度等。即数量指标应细分

为多个，如水生态修复工程、护岸工程和碧道工程，并细化

为水生态修复面积、护岸和碧道的长度等。质量指标应当具

体说明项目设计图纸要求并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达到

验收标准，以及能够实现相应的生态效益等，如水生态修复

工程达到以重塑小海河排渠水生态多样性、提高水环境自净

能力的目的；碧道工程达到建设贯穿人行及绿道为主的景观

工程，使河道发挥其应由的生态河景观主体功能。护岸工程

达到打造沿河绿化景观带和河岸防洪安全堤防三级达标的

目的。

（二）项目过程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 100%，资金使用合规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实际支出总金额为 62，

450，000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资金使用符合桥头镇工

程建设中心财务制度。项目资金管理不存在专项资金支出依

据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情

况。

2.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完善

桥头镇人民政府制定了《桥头镇工程建设实施管理暂行

细则》、《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经费支出管理细则》等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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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财务制度实施该项目。但从项目提供材料和现场调研发

现来看，项目主管部门并未切实履行《桥头镇工程建设实施

管理暂行细则》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工程移交职责。此外，

该项目涉及财政资金数额较大，政府制定的管理制度较为宏

观，项目主管部门针对该项目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更加有

利于保障项目实施。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实际完成率 100%，质量达标 100%。项目完成

及时，成本节约率为 0%。

1.提前完成施工期任务

根据项目合同施工期规定，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 400 天

（日历日）内，完成所有工程，验收合格。即该工程计划开

工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0 日，计划完成时间是即 2023 年 8

月 23 日前。

实际工程开工期为 2022 年 8 月 23 日，竣工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5 日，所有工程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通过验收。可

见，该工程开工时间比计划开工时间晚了 35 天，竣工时间

比计划竣工时间提前 161 天。

也就是说，该工程实际工期 202 天，缩短工期 196 天。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大部分工程（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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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工程量及施工进度一览表（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序

号

项目
主要工程数量明细

工程造价

（万元）
工程进度

子项 专业

1 水生态修复工程

乔灌木 2250 株

地被 23000m2

草皮 30000 m2

河道疏浚:4200m3

1,492.06 100%

2 护岸工程

坡面修复:24638 m2

挂网喷草护坡:3799 m2

水泥仿木桩:12516m

松木桩: 116m3

203.00

99%（剩余

1%为清理

工作）

3

碧道

工程

（含

附属

设施

等）

碧道工程

道牙: 10554m

透水混凝土: 2440m3

透水沥青:943.1m3

1,350.00

99%（剩余

1%为调试

工作）

4 照明工程

庭院灯:488 盏

手孔井:169 座

电线电缆线路:27100m

720.00 100%

5
给排水工

程

PPR 给水管 DN50:3265m

PPR 给水管 DN65：2131m

PPR 给水管 DN40: 2645m

PPR 给水管 DN25: 974m

排水管 DN300:2000m

排水管 DN200: 2100m

排水管 DN500: 159m

雨水口: 162 座

检查井:58 座

535.00

99%（剩余

1%为收边

收口工作）

6 园建工程

不锈钢栏杆: 2300m

整石坐凳:1994m

挡土墙:182m3

挡车石:422 个

石材铺装:12000m2

水泥搅拌桩:172 根

灌注桩:24 根

钢构小品: 49 座

2,582.47

99%（剩余

1%为收边

收口工作）

7 建筑工程 厕所: 2 座 6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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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维服务和部分工程质量有待提高

从现场调研查看情况看，碧道绿化一般，边坡绿化不理

想。目前，碧道两旁的景观带仍在施工单位的一年运维期内，

有绿化工人进行绿化带养护。但现场查看，生态绿地的碧道

绿化带植物东倒西歪、稀疏并未及时修剪，景观不大美观。

绿化带灌溉后，大量水流到碧道路面造成积水，未及时处理。

此外，相对小海河河道而言，水生态植物种植面积较小，种

植乔灌木种类单一，清淤点只有一个，对水生态修复效果较

为有限。

3.资金拨付及时，且预算执行率高

项目预算金额为 69，392,948.80 元，合同价 69，

392,948.80 元。2022 年预算安排 62，450，000 元，占整个

项目预算金额 69,392,948.80 元的 89.99%。2022 年预算执

行率为 100%，预算执行率高。项目于 2022 年底工程基本完

工（部分工程完成 99%），按项目合同“工程进度款支付至合

同价款 90%时不再按进度付款”的规定，2022 年申请了财政

资金 62，450，000 元，其中 2022 年 7 月 22 日按施工合同

条款支付 30%的工程预付款 20，817，883.64 元，70%的工程

款 41，632，115.36 元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转入监管账户。

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11 月 1 日、12 月 1 日、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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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按工程进度分别支付了工程款项 10，711，858.25 元、10，

994，211.04 元、5，465，386.25 元、14，464，313.74 元，

同时施工方按规定退回监管账户利息 3653.92 元，监管账户

41，632，115.36 元全部支付完成。2022 年度共支付工程款

项 62，450，000 元，资金拨付率为 100%。项目用款申请、

支付审核等环节手续齐全，工程费用报列详细，资金拨付按

合同要求与工程进度及时拨付，预算执行完成情况好。

（四）项目效益情况

该项目的预期效果目标大部分实现，主要体现小海河水

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修复提升，河边植被和乔灌木种植辅助改

善了小海河沿线水生态，河底清淤对改善水质有一定帮助；

护岸及边坡绿化建设，提升了小海河沿线景观美化度和防洪

安全系数；碧道及附属景观设施建设提升了小海河沿线景观，

一改原来的河边的泥地和杂草景象，河边景观焕然一新，为

居民提供晨运和散步等休闲娱乐好去处。

但是，现场调研发现，碧道部分排水工程设计不合理，

影响雨水正常排出。碧道路面高度设计不合理，造成道路积

水，影响景观和居民通行。部分景观设施破旧和损坏，影响

美观度。部分边坡杂草未清理，种植的草较为稀疏，还有部

分杂草已经缠绕到护栏上，影响绿化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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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该项目申报基本规范，符合落实政策要求。此项目为

2022 年新设项目。项目主管部门按照项目服务合同开展工作，

做到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组织招投标、签订合同、督促完

成工程建设、完成资金拨付，无投诉。水生态修复工程、护

岸工程和碧道工程提前 5 个多月完工，提升了小海河水生态

景观，为小海河沿线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好去处，在碧道晨

运和散步的居民增多。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设计存在不完善之处

部分碧道排水工程和路面标高设计不合理，影响排水功

能实现和碧道通行。其一，给排水工程设计中部分卵石线性

排水沟与现状边坡标高衔接不顺畅，线性排水沟不锈钢收边

条高出现状地面，达不到收水效果，线性排水沟盖板雨水孔

开孔缝隙过大，卵石易从盖板缝隙掉落，造成排水沟堵塞；

其二，部分碧道路面设计标高低于绿地标高，未按海绵城市

要求做成下沉式绿地，易造成灌溉绿植或雨季时泥土易冲出

路面，影响碧道通行。

根据提供的本工程施工图设计图纸，是按照专业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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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册图纸，分别是生态修复专业、碧道专业、给排水专业和

电气专业。但整套施工图设计图纸缺少工程总体概况介绍、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和主要工程数量表等内容。此外，根据

2022 年项目绩效目标表，水生态修复工程的绩效目标是以重

塑小海河排渠水生态多样性、提高水环境自净能力，使小海

河排渠水体环境容纳量大幅提升，长期通过生态系统的物质

循环，改善和稳定排渠水质，提升环境质量。然而，水生态

修复工程的竣工验收工程量是乔灌木 2250 株、地被 23000m
2
、

草皮 30000 m2、河道疏浚:4200m3，现场调研查看了解，部

分河段小面积种植乔灌木和一个闸口点的河道清淤。这些工

程量能否实现该工程的绩效目标，值得商榷。

2. 项目实施与过程管理规范化有待加强

就工程质量来看，经现场勘察，虎尾大桥东侧 4 号节点

（见图 1）部分卵石线性排水沟不锈钢收边条高出现状地面，

达不到收水效果，有较多卵石从盖板缝隙掉落，造成排水沟

堵塞。9 号节点生态绿地部分碧道路面标高低于绿地标高，

造成灌溉绿植时泥土冲出路面，影响碧道通行。3 号节点碧

道附属娱乐设施多处损坏，没有维修，影响景观效果。景观

棚没有设计玻璃顶，无法遮挡雨水，实用价值不高。1、2、

3、4 号节点部分边坡杂草（枯草和野菊花）未清理，种植的

草较为稀疏，还有部分区域草已经缠绕到护栏上或长出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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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伸到碧道上，影响绿化美观度。

图 1 碧道工程总平面图

项目过程管理资料主要为项目施工日志，施工日志内容

仅记录当日施工内容，缺乏项目施工巡查意见、整改意见及

处理记录。每日施工日志没有相应附上施工照片，而是整个

项目提供了 50 张照片，部分照片无时间。此外，施工单位

为提供施工日志记录不够详细和完整。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开工，但施工日志记录从 2022 年 8 月 27 日开始。根据

监理日记记载，2022 年 8 月 25 日已经进场施工，因此，施

工单位的施工日志缺少 2022 年 8 月 25 日和 8 月 26 日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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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记录。再者，该项目涉及 7 个一般设计变更，但在施工日

志中第五栏“设计变更、相关指令、通知、较大碰头会、决

定或建议”处，大多数日志记录是“无”或者是其他事项，

没有提及设计变更。

3.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不足

项目监管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由于水生态

环境提升项目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该项目工程效果并不能仅

以竣工验收作为唯一判断依据，而是需要监督施工单位持续

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维持绿化效果直到运维期结束。

主管单位建立了项目工作汇报微信群，可以查看工作进

展情况和定期走访现场查看实况。但是，没有建立完善的项

目过程管理制度。对现场走访情况、现场监督指导意见、发

现问题的整改意见和处理记录等过程管理资料没有及时归

档整理。

项目移交不够规范，未办理移交手续。工程项目移交应

由移交双方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移交记录应当附上详细的

工程明细清单，便于交接管理。项目主管部门未能提供移交

双方签署的移交记录。并认为根据项目申请批复文件，水面、

护岸于东莞市水务局发送《关于发送<东莞市桥头镇小海河

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的函》后自动移交

桥头镇水务中心进行养护；碧道也于同一时间自动移交桥头

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进行养护。而桥头镇水务中心和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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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中心反映，项目主管部门未与其办理移交手续。此外，

该项目也未能提供小海河沿线居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调查

资料。

六、有关建议

1．增强项目设计科学性和合理性

项目设计单位完善设计图纸，施工单位与设计单位多沟

通，避免出现施工效果偏差。改建部分排水工程，建议修整

现状边坡坡角处地面，接顺线性排水沟不锈钢收边条。对部

分高于碧道的绿化带降低处理，挖掉部分泥土，建议降低绿

地地面标高或抬高该段碧道高程，使碧道路面标高高于绿地

标高。

在项目实施方案或施工图设计图纸中，明确工程概况、

整个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主要工程数量表，以便核对工程量。

在项目初步设计中明确项目建设总目标。并根据项目预算资

金合理确定水生态修复工程、护岸工程和碧道工程的绩效目

标，明确验收标准，而不是仅仅达到工程质量的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如水生态修复工程需达到持续稳定和改善水质的

目标，建议种植多种水底净化植物。

2．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与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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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同和项目实施需求，投入设备、材料和人员，保

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内容。项目施工日志等过程管理材料应

当认真如实记录，并完整保存所有工期的施工记录，如施工

日志应当详细记录施工内容并附上施工照片，补充现场巡查

记录、整改意见和处理记录。项目运行维护期间，应当按照

运行维护要求严格把质量关，不可偷工减料。提高碧道绿化

带的运行维护质量，及时修剪和补种绿植花草，并清洗打扫

从绿化带流到碧道上的积水泥迹。

3.加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

水生态环境提升工程是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养护，因涉

及金额大，建议建立专门的项目管理制度，配备专门人员进

行监督管理工作，以保障项目按质按量完成。保留日常监督

检查照片、召开建立例会、整改记录等相关资料。根据项目

批复文件要求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与桥头镇水务局、桥头

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办理项目交接手续。根据《桥头镇工程

建设实施管理暂行细则》第十条第二款有关工程移交职责规

定和附件第 6 项工程项目移交表，项目主管部门应按项目批

复文件将有关工程移交给相关部门，填写项目移交表并将相

关资料存档。在项目验收后，及时对受益群体做相关满意度

调查。项目运维期间，持续追踪项目效果，对发现的问题并

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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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负责人签字（盖章）

受委托机构公章

附件：

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重点绩效评

价表


	摘  要
	该项目申报基本规范，目前水生态修复、护岸和碧道工程均已完工。项目对小海河水生态修复、护岸和碧道的建设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东莞市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位于东莞市桥头镇，河道长度约4.5km，起点为莲湖排站，终点为
	东莞市桥头镇工程建设中心为该项目的实施部门，具体落实桥头镇小海河水生态及环境提升工程，实施通过公开招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1）以重塑小海河排渠水生态多样性、提高水环境自净能力为目的水生态修复工程，使小海河排渠水体环境容纳
	（2）以小海河排渠为纽带，建设贯穿人行及绿道为主的景观工程，使河道发挥其应由的生态河景观主体功能。在
	2．阶段性目标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3、评价方法
	4.评价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开展前期调研
	2、书面审核及分析，制定评价方案
	3、现场评价
	4、综合评价，撰写、提交评价报告初稿、意见反馈、定稿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二）评价结论
	该项目申报基本规范，目前水生态修复工程、护岸工程和碧道工程等所有工程均已完工，碧道绿化植物由实施单位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立项依据基本充分、立项程序规范
	项目立项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实施《广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年）》等
	2.项目绩效指标合理性、明确性不足
	该绩效指标设置以完成河道4.5km水生态及环境提升为产出数量指标，以及以“完成计划工程量”为产出质量

	（二）项目过程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100%，资金使用合规
	2.制度执行有效性有待完善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实际完成率100%，质量达标100%。项目完成及时，成本节约率为0%。
	1.提前完成施工期任务
	2、运维服务和部分工程质量有待提高
	3.资金拨付及时，且预算执行率高
	（四）项目效益情况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该项目申报基本规范，符合落实政策要求。此项目为2022年新设项目。项目主管部门按照项目服务合同开展工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设计存在不完善之处
	部分碧道排水工程和路面标高设计不合理，影响排水功能实现和碧道通行。其一，给排水工程设计中部分卵石线性
	根据提供的本工程施工图设计图纸，是按照专业划分的四册图纸，分别是生态修复专业、碧道专业、给排水专业和
	2. 项目实施与过程管理规范化有待加强
	3.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不足


	六、有关建议
	1．增强项目设计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项目实施方案或施工图设计图纸中，明确工程概况、整个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主要工程数量表，以便核
	2．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与过程管理
	3.加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