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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0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我室基本情况及职能任务 

负责全市党史资料征编、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主要职责

任务是：组织全市党史工作部门及市委有关单位开展全市党史资

料的征集、整理、保存、利用和革命英烈、党史人物的立传工作；

完成党史专题征编和专题研究；提供资政建议；编辑出版咸阳党

史资料专辑和咸阳党史人物专辑；负责咸阳地方党史研究工作；

党史宣传教育；编辑咸阳地方党史刊物；对各县区党史工作的联

络、协调和指导；代市委审查全市各县区市上报的有关党史资料；

承办市委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我室设定的预期总目标：按照年初的目标任务，完成党史资料

征编、党史专题研究、党史宣传教育等职能目标任务，完成党史

网站的及时更新、党史杂志的编撰发行等工作。 

年度目标： 

1、认真开展《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咸阳市历史》（第三卷）

专题征编工作。继续扎实推进党史三卷专题征编，利用培训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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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督促指导好相关部门专题编撰工作，提高专题质量。 

2、编辑出版《改革开放时期资料专辑（二）》一书。精选

一批具有典型意义和资政价值的专题，集结出版《改革开放时期

资料专辑（二）》一书。 

3、做好专题资料征编工作。继续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史研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全面推

进改革开放时期党史专题征编。 

4、做好口述资料征集工作。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咸阳”

口述历史征集工作。 

5、巩固党史宣传教育阵地。继续完善《咸阳党史》网站的升

级及日常维护工作，不断丰富网站内容。 

6、创新党史宣教方式。持续拓展党史“七进”活动的深度和

广度，把党史影响力深入到学校、社区、机关单位等地，不断发

挥好党史“资政育人”社会价值。 

7、发挥红色资源价值。积极与组织、宣传、文物、旅游、扶

贫等部门协作，把革命遗址遗存保护利用和发展红色旅游、助力

脱贫攻坚等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探索高效维护和利用党史资源的

长效机制。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情况 

 2020 年，我室按照党史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力推精

品研究成果、要精心搞好宣传教育的工作要求，有效发挥了党史

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职能。在党史资料的征集、党史书



 3 

籍的编撰出版、党史宣传教育等方面着重安排落实资金，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0 年党史征集编纂专项工作列入预算经费 20 万元。我单位

在项目支出中，重点围绕党史工作的征编、研究、宣传、教育等

方面安排项目支出，保证项目资金用于项目开支，推动党史工作

顺利开展。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完成我室的绩效目标，我室领导高度重视，在绩效管理

工作中，进一步明确绩效管理工作职能和职责分工，根据制度和

财务规定严格项目资金的落实，保证绩效目标顺利实施。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项目资金下拨 20 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年初作为专

项资金落实。主要包含：编辑出版了《见证咸阳改革开放（资料

专辑二）》一书；联合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辑出版了《最美奋

斗者——赵梦桃》一书，作为陕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英雄

模范人物丛书之一；《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咸阳市历史》第三卷专

题征编工作；通过档案馆查找资料、赴各县市区现场征集等方式，

共征集到各地最早党组织及第一任书记照片 24 张、历史档案资

料 38份 270页；与市扶贫局联系，征集市级脱贫攻坚相关资料。

全年共征集到市级文字资料近 20万字、视频资料 49个、照片 59

张；县级文字资料近 180万字、视频资料 50个、照片 350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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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两级党报党刊网络链接 3390余条；“咸阳党史”网站的日常

运营和空间使用费等，业务培训费，外出查档、征集党史资料的

交通费，打印耗材，日常办公用品的支出等。 

（二）项目管理情况 

一是对年度财政支出预算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加强审核、合

理保障，使所有的预算项目必须有明细的资金预算，对无具体内

容、无明细支出预算的，或支出预算不够细化的项目，一律不予

安排。二是进一步明确绩效管理工作职能和职责分工，根据制度

和财务规定严格项目资金的落实，保证了绩效目标顺利实施。 

    四、项目绩效情况 

目前，我室已经完成绩效项目的各项预期任务： 

1、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先进人物——赵梦桃研

究工作。我室先后赴梦桃纪念馆、咸阳纺织集团、咸阳市档案馆

等地调研座谈、查阅档案，根据征集到的资料，我们联合省委党

史研究室共同编辑出版了《最美奋斗者——赵梦桃》一书，作为

陕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英雄模范人物丛书之一。 

2、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咸阳专

题资料的征编工作。一是继续开展《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咸阳市历

史》第三卷专题征编工作。全年共新完成专题 32个、约 20万字；

全市已累计完成专题 80 个、约 200 万字，为咸阳党史三卷初稿

编撰奠定了基础。二是编辑出版了《见证咸阳改革开放（资料专

辑二）》一书。该书约 14万字，17篇专题，展现了咸阳改革开放

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夯实党史三卷初稿编撰的资料基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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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各县市区征集《改革开放以来各县市区的发展历程、重要

成就和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各县市区农业或工业特色产业

发展情况》等党史专题，共征集专题 63个近 20万字。四是继续

联合市委老干局在全市离退休干部中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咸

阳”口述历史资料征集工作，共征集到《改革开放促“三农”事

业蓬勃发展》《旱塬巨变》等口述资料 31篇、10万余字。 

3、不断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资料的研究工作。2020

年，通过档案馆查找资料、赴各县市区现场征集等方式，共征集

到各地最早党组织及第一任书记照片 24张、历史档案资料 38份

270页。 

4、全面征集我市十八大以来各地脱贫攻坚专题资料。全年

共征集到市级文字资料近 20万字、视频资料 49个、照片 59张；

县级文字资料近 180 万字、视频资料 50 个、照片 350 多张；市

县两级党报党刊网络链接 3390余条。 

5、积极开展《三秦建设地标（咸阳卷）》和《三秦改革地标

（咸阳卷）》征集编撰工作。全市已普查到“建设地标”105个，

其中重大活动地标 29个、重大运动地标 17个、重大建设地标 38

个、重要人物地标 21 个，地标目录已编制完成并上报省委党史

研究室；“改革地标”书稿也已经整理完成。 

6、指导党史教育基地发挥育人职能。协助市新兴纺织工业

园赵梦桃纪念馆成功申报省级党史教育基地，赴彬州、长武等市

县实地指导红色纪念场馆申报省市党史教育基地。目前，全市共

有省级党史教育基地 5个、市级党史教育基地 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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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展党史“七进”活动。持续推进党史学习宣传教育“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工

作。2020年，我室共向基层赠送优秀党史书籍 4千余册。 

8、巩固扩展党史宣教主阵地。一是继续办好《咸阳党史》

杂志。2020年编发《咸阳党史》杂志 2期，并免费发行 1000余

册。二是继续做好《咸阳党史》网站更新和维护工作。 

9、继续开展全市党史干部业务能力大培训工作。积极落实

市委“全员大培训”要求，按照《2020年度党史研究室教育培训

工作计划》，举办了 2020年全市党史干部业务培训班。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开门办史”，党史专题征集成效显著。近年来，我

室采纳其他地市党史工作经验，采用“开门办史”的方法，把市

委、市政府领导的讲话、回忆录、传记等，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

人的讲话、工作笔记，各项中心工作亲历者的回忆录、工作笔记，

相关的采访记录、照片等重要资料的征编任务通过市委办下发各

市级部门，征集到了详实、准确的“第一手”党史资料和数据，

极大地提高了党史资料征编的效率和全面性。 

   （二）合理分配和使用专项资金。我室在各项活动开展中，

以专题资料征编为核心和重点，以党史书籍的编辑出版为中心任

务，各项工作均围绕党史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有效保证了绩效

目标资金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坚决杜绝绩效目标资金的不落实情

况。 

     今后，我们要继续加强专项经费管理，确保专项经费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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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全部用于党史征编宣传研究工作，保证专款专用，保障党

史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项目评价工作情况 

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0 年度绩效综合工作完成良好，实际支

出总体未超出预算资金，每项活动基本都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

由于日常业务工作繁杂，机关人员短缺，在项目具体执行过程中，

很多细小开支很难预料，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预算超支的风险，

今后我们将加强对会计人员业务知识培训，贯彻实施好预算绩效

管理精神，从细节出发，争取实现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确保

财政预算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1年 7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