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预算数 调整(增或减）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分值 单位自评得分 财政复核评分

22.00 0.00 22.00 100% 10 10

22.00 0.00 22.00 / / / /

/ / / /

/ / / /

/ / /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批复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分

析
分值 单位自评得分 财政复核评分

聘请节目主持人 3人 3人 5 5

制作气象节目数

量
1460个

2022年完成1460期

天气预报节目制

作，每天4档，包

括包括“晚间天气

预报”、“水城天

气预报”、“旅游

景点天气预报”、

“乡镇天气预报”

8 8

制作气象专栏节

目数量
365期

2022年完成365期

”百姓气象站“，

每天制作1期

7 7

质量指标
（20分）

制作天气预报内

容

天气预报节目内容丰

富，涵盖全面

节目内容按照要求

制作，包括天气预

报信息、空气质量

监测预报、森林火

险预报、景区天气

预报、地质灾害预

报

20 20

时效指标
（5分）

节目时长 3分钟以内

节目按要求制作，

时长控制在3分钟

以内，未超时。

5 5

项目或定额成本

控制率
100% 100% 2.5 2.5

成本控制 22万元 22万 2.5 2.5

提高公众对天气

的关注度
稳步提升

通过气象节目的发

布，向公众发放气

象信息及科普知

识，提高公众对天

气变化的关注

15 15

提供气象预警信

息
为政府决策赢得主动

重大天气过程来临

前，均能提前发布

天气信息，为政府

赢得防灾减灾的主

动，科学指导防灾

减灾，从而减少或

避免工农业生产损

失

15 15

满意度指
标（10
分）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公众对气象节目

信息的满意度
≥85% 90% 10 10

100 100

绩效自评结
财政复核结

数量指标
（20分）

成本指标
（5分）

社会效益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通知》
（黔府发[2006]41号）文件中关于“各级政府要把公共气象服
务系统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范畴”的规定，为广泛宣
传气象科普知识和提高我市气象防灾减灾能力，申请电视天气
预报节目制作经费。由气象局每天按时完成制作电视天气预报
节目，包括每天4档天气预报节目和1期气象专栏节目“百姓气
象站”，建立面向公众的气象信息发布平台，准确及时地向公
众传播免费气象信息及科普知识，通过气象节目的发布，向公
众发放气象信息及科普知识，提高公众对天气变化的关注；准
确及时发布气象信息，为政府赢得防灾减灾的主动，从而减少
或避免工农业生产损失。

由气象局每天按时完成制作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包括每天4档天气预报节
目和1期气象专栏节目“百姓气象站”，建立面向公众的气象信息发布平
台，准确及时地向公众传播免费气象信息及科普知识，通过气象节目的
发布，向公众发放气象信息及科普知识，提高公众对天气变化的关注；
准确及时发布气象信息，为政府赢得防灾减灾的主动，从而减少或避免
工农业生产损失。

总分

气象局每天按时完成制作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包括每天4档天气预报节目和1期气象专栏节目“百姓气象站”，节目内容按

项目年度总目
标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50分）

效益指标
（30分）

项目资金总额

1.财政拨款

本级安排

上级补助

2.其他资金

年初批复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盖章）：贵州省六盘水市气象局 项目负责人：刘莉娟 座  机：0858-8328608

项目名称：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制作经费

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调整(增或减）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分值 单位自评得分 财政复核评分

5.00 0.00 5.00 100% 10 10

5.00 0.00 5.00 / / / /

/ / / /

/ / / /

/ / /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批复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分

析
分值 单位自评得分 财政复核评分

防雷安全宣传 4次 4次 3 3
购买防雷安全监

管用复印机
1台 1台 2 2

防雷安全专项检

查
≥60家 497 3 2

双随机一公开 ≥240家 297 3 3

购置宣传片 1部 1部 3 3
印制防雷知识宣

传手册
≥3000份 3000份 3 3

印制专用许可证

、文书
≥400份 400份 3 3

年安全检查率 ≥50% 100% 10 10

月双随机抽查率 ≥25% 30% 10 10

时效指标
（5分）

检查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2022年12月底前

已完成
5 5

项目或定额成本

控制率
100% 100% 2.5 2.5

成本控制 5万元 5万元 2.5 2.5

提高公众对防雷

安全的关注度
稳步提升

开展气象灾害安
全知识宣传，利
用平时收集到的
有关雷灾调查、
图片资料和影像
资料，编制图文
并茂的防雷知识
宣传手册和防雷
宣传影片积极参
加各部门组织的

15 15

提高防雷安全防

范能力

减少雷击安全事故的
发生率

健全完善雷电灾
害隐患排查和风
险治理机制，划
分雷电易发区域
及其防范等级并
向社会公布。

15 15

防雷安全宣传满

意度
≥80% 100% 5 5

防雷安全专项检

查满意度
≥80% 100% 5 5

100 99

绩效自评
结论

财政复核
结论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数量指标
（20分）

质量指标
（20分）

成本指标
（5分）

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实际完成情况

健全完善雷电灾害隐患排查和风险治理机制，划分雷电易发区
域及其防范等级并向社会公布。积极与住建、安监、公安等部
门建立防雷减灾安全监管合作机制，开展综合联合执法、协同
监管。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重点区域、行业及单位的雷电灾害
隐患排查，建立防雷装置定期检测告知制度和安全检测备案制
度，及时发现雷电灾害安全隐患。 1．防雷安全专项检查12
次，60个易燃易爆场所及单位； 2．双随机一公开抽查12次，
240个监管单位； 3．防雷安全科普宣传4次，每季度开展1次
以上，从面提升广大市民防雷安全意识。

1、开展防雷安全专项检查12次，检查497个易燃易爆场所及单位，排除
雷电安全隐患，提高安全生产效益。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12次，检查297个监管单位，排除雷电安全隐
患，提高安全生产效益。
3、开展防雷安全科普宣传4次，每季度开展1次，全面提升广大市民防雷
安全意识。

总分

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气象部门防雷减灾安全监管主体责任要求，对本辖区内的易燃易爆场所开展防雷安全专项检查， 建立并
完善辖区内雷电防御重点单位的监管台账及档案数据库。开展防雷安全科普宣传4次，每季度开展1次，全面提升广大市民
防雷安全意识。购买防雷安全监管用复印机1台，用于日常防雷安全监管工作打印、复印文件资料。开展防雷安全专项检查
12次，检查497个易燃易爆场所及单位，排除雷电安全隐患，提高安全生产效益。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12次，检查297个
监管单位，排除雷电安全隐患，提高安全生产效益。购置宣传片1部，用于防雷知识科普宣传。印制防雷知识宣传手册3000
份。印制专用许可证和文书400份。年安全检查率100%，月双随机抽查率30%。目标任务均在2022年12月底前已完成。项目
或定额成本控制率100%。工作目标均为提高防雷安全防范能力，减少雷击安全事故的发生率服务。防雷安全宣传满意度、
防雷安全专项检查满意度均为100%。

项目年度总
目标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50分）

效益指标
（30分）

项目资金总额

1.财政拨款

本级安排

上级补助

2.其他资金

年初批复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盖章）：贵州省六盘水市气象局 项目负责人：林小杰 座  机：0858-8320633

项目名称：防雷减灾安全监管工作经费
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分值
单位自评得

分
财政审核

评分
10.00 0.00 10.00 100% 10 10

10.00 0.00 10.00 / / / /

10.00 10.00 / / / /

/ / / /

/ / /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批复指标

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分析 分值 单位自评得分 财政审核评分

国突市级系

统接入部门

数

≧10家
国突市级系统接入

部门数10家
10 10

气象预警短

信服务人次

数

≧60万
气象预警短信服务

人次数84万
10 10

国突市级系

统正常运行

率

≧90%
国突市级系统正常

运行率100%
10 10

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发布

渠道通畅率

≧85%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发布渠道通畅率

100%

10 10

国突市级系

统故障响应

时间

≦30分钟
本年度尚未发生故

障
2.5 2.5

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发布

时效

≦30分钟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在30分钟内发布
2.5 2.5

项目或定额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2.5 2.5

成本控制 ≦10万元 10万元 2.5 2.5

提供气象预

警信息

为政府决策赢

得主动

重大天气过程来临

前，均能提前发布

天气信息，为政府

赢得防灾减灾的主

动，科学指导防灾

减灾，从而减少或

避免工农业生产损

失。

15 15

提高公众对

天气的关注

度

有效提升

提醒广大市民防范

应对气象灾害，降

低气象灾害及次生

衍生灾害带来损

失，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15 15

满意度指标

（10分）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对气象

预警信息的

满意度

≧80% 90% 10 10

100 100

绩效自评结

论

财政审核结

论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年度总

目标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50分）

效益指标

（30分）

数量指标

（20分）

质量指标

（20分）

时效指标

（5分）

成本指标

（5分）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对国突系统、气象预警信息使用，确保全年重大天气预

警信息网络传输和信息发布及时、高效，提醒广大市民防范

应对气象灾害，为政府决策赢得防灾减灾的主动，从而降低

气象灾害及次生衍生灾害带来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1．年度重大天气及时发布决策气象服务预警短信服务人次

数≧60万；2．年度气象资料传输信息网络运行正常。

通过对国突系统、气象预警信息使用，确保全年重大天气预警信息网络传输和信

息发布及时、高效，提醒广大市民防范应对气象灾害，为政府决策赢得防灾减灾

的主动，从而降低气象灾害及次生衍生灾害带来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1．年度重大天气及时发布决策气象服务预警短信服务人次数≧60万；

2．年度气象资料传输信息网络运行正常。

总分

六盘水市气象局承担辖区内面向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决策服务人群、登记社会公众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承担与应急、自然资源、林业

、城管等涉灾部门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联合发布；承担面向全市社会公众的气象信息发布；2022年国突市级系统接入部门数10家；气象预警

短信服务人次数84万；发布预警信息196.70万条；国突市级系统正常运行率100%；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渠道通畅率100%；市县两级圆满完

成春运、春节、“两会”期间以及高考、中考的、省十一运会气象服务保障工作，针对降雪、强对流、寒潮、冰雹、暴雨等天气过程做好决

策和公众气象服务。与自然资源局、应急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号76期，与林业局、应急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警信号14

期，与住建局、应急局联合发布城市内涝气象风险预警信号7期，与应急局、水务局联合发布山洪气象风险预警信号9期。项目运行情况较好

。

社会效益

项目资金总额

1.财政拨款

本级安排

上级补助

2.其他资金

年初批复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盖章）：贵州省六盘水市气象局 项目负责人：杨宏宇 联系方式：0858-8331458

项目名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经费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调整(增或减）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分值
单位自评

得分
财政复核评分

60.00 0.00 60.00 100% 10 10

60.00 60.00 / / / /

/ / / /

/ / / /

/ / /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批复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分析 分值
单位自评得

分
财政复核评分

聘用民兵及值班员

数量
7人 7人 2 2

印制工作日志本及

弹药入库登记本
=460本 60本

实际只印制钟山区

相关炮点的工作日

志本及弹药入库登

记本

3 1

人工防雹作业次数 ≥260次 612次 3 2

用弹量 ≥5000发 13576发

六盘水市2022年天

气情况复杂，极端

天气频发，作业次

数增加，用弹量相

应增加

3 2

购买人影工作点外

场公众责任险
=60份 60份 3 3

开展火箭年检数 17部 18部
2022年新增火箭1

部
3 2

开展高炮年检数 47门 50门
2022年新增高炮3

门
3 2

作业情况上报率 =100% 100% 10 10
作业装备年检覆盖

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5分）

防雹、增雨作业时

间

每年4月-9月为汛期，汛期

为24小时全天值守开展相

关防雹增雨作业；10至次

年3月为非汛期，根据天气

等要求开展作业

4-9月的汛期按照要求及时开展防

雹作业，10月至次年3月为非汛

期，按照天气等情况要求开展防

雹增雨

5 5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

制率
100% 100% 2.5 2.5

成本控制 60万元 60万元 2.5 2.5

有效抵御冰雹、干

旱等气象自然灾害

防雹有效率不低于80％，

全市高炮和火箭作业可保

护面积2636平方公里

全年防雹有效率89.3％，全市高

炮和火箭作业可保护面积为3184

平方公里

10 10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服务社会产生积极

影响

有效抵御灾害性天气，降

低因灾导致的经济损失。

全年制作人影作业指导产品500余

条，组织全市及时开展了人影防

雹增雨作业，有效抑制了冰雹云

发展，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因冰雹

灾害带来的损失。

10 10

提供防雹增雨防灾

减灾气象服务

为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

提供防雹减灾保障

全年绘制了3张人影防雹作战图和

1张人影作业指挥流程图，重点保

护猕猴桃、茶叶、烤烟等重要经

济农作物，根据天气实况，提前

发布人影作业指挥产品，科学开

展人影作业，为农作物和经济作

物生产提供防雹减灾保障。

10 10

满意度指

标（10

分）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对气象节目信

息的满意度
≥85% 90% 10 10

100 94

绩效自评结
论

财政复核结
论

数量指标

（20分）

质量指标

（20分）

成本指标

（5分）

社会效益

实际完成情况

一、扎实开展人工防雹增雨服务工作，为我市防灾减灾、扶贫攻坚、生态文

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人工影响天气服务保障；

二、整合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业务系统、弹药物联网管理系统和空域自动化申

报系统功能，大力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现代化建设；

三、做好全市人影作业技能培训工作，加强人影安全员队伍建设，强化监管

职能，完善人影安全管理工作机制，确保安全作业。

一、实时进行人工增雨防雹工作。全年出炮46门、火箭发射装置18部。全年全市共作业612次，同

比增加50%；消耗弹药13576发（人雨弹13496发，火箭弹80发）。同比增加50.3%。人影作业有序的

开展，防区内有效抑制冰雹云发展，为全市农作物生产做好了人影保障服务。

二、整合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业务系统、弹药物联网管理系统和空域自动化申报系统功能，大力推进

人工影响天气现代化建设。全年，物联网县局覆盖率100%、炮站覆盖率85.9%，自动化空域申报覆

盖率100%，人影作业雷达指挥软件投入使用。

三、做好全市人影作业技能培训工作，加强人影安全员队伍建设，强化监管职能，完善人影安全管

理工作机制，确保安全作业。全年开展人影民兵培训、人影骨干培训、人影安全员培训班，共培训

人数280人次，建立了全市安全员队伍和考核机制，人影安全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年无发生安全责任

事故。

总分

人工影响天气服务是气象服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全年已开展人工防雹作业612次，用弹量13576发；已完成高炮年检50门，火箭年检18套；人工防雹作业率为100%；及时组织开

展人工防雹增雨作业，为全市抗旱救灾、农作物生长开展人影作业服务；制作人影作业指导产品500余条，组织全市及时开展了人影防雹增雨作业，有效抑制了冰雹云发展，有

效降低了农作物因冰雹灾害带来的损失。全年绘制了3张人影防雹作战图和1张人影作业指挥流程图，重点保护猕猴桃、茶叶、烤烟等重要经济农作物，根据天气实况，提前发布

人影作业指挥产品，科学开展人影作业，为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提供防雹减灾保障。项目绩效完成情况较好。

项目年度总目标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50分）

效益指标

（30分）

项目资金总额

1.财政拨款

本级安排

上级补助

2.其他资金

年初批复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盖章）：贵州省六盘水市气象局 项目负责人：赵琨 座  机：8320329

项目名称：人工影响天气经费

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