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职责

（一）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范、

制度, 经批准后组织实施;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并监督实

施重点区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和水功能区

划。

（二）负责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组

织协调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指导协调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参与实施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

（三）负责监督管理减排目标的落实,根据上级核定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组织制定并监督实施本辖区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计划及相关措施, 监督实施排污许可制度, 监督

检查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制,组织协调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工作。

（四）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组织拟订本辖区

大气、水、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

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

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 监督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 监督指导



区域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实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

作机制。

（五）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监督管理对

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

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 指导协调和监督各类自然保护地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生态环境

保护等工作。

（六）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牵头核安全工作

协调机制有关工作, 参与核事故应急处理,负责辐射环境事

故应急处理; 监督管理核设施和放射源安全,监督管理核设

施、核技术应用、电磁辐射、伴有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 利

用活动中的污染防治;对核材料管制和民用核安全设备的设

计、制造、安装及无损检验活动 实施监督管理。

（七）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生态环境

准入清单;按规定审批或审查开发建设区域、规划、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组织实施生态环

境执法监测。

（八）协调配合做好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工

作; 指导、协调、督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对同级有关部门(单位)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

况、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对“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落实 情况进行督查督办, 对贯彻落实不到位、

整改不力的提请问责。



二、机构情况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为市生态环境局正科级行

政机构的独立核算单位 ，包含局机关和二个二级机构（分

别为益阳市沅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益阳市沅

江生态环境监测站）。内设机构包括：局机关内设 9 个股室，

分别是办公室、综合协调股、法规与宣传教育股、人事与财

务股、土壤与自然生态保护股、水生态环境股、大气环境股、

行政审批改革股，工会。

三、人员情况

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职人员总计 92 人（其中行

政人员 23 名，非参公的事业人员 69 名）,退休人员共 24 名。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支出合计 1396.8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1275.10

万元,占整体支出的91.28%,项目支出为121.76万元,占整体

支出的 8.66%。基本支出中工资福利支出为 936.97 万元，

商品服务支出为 451.8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为 6.67

万元。

功能科目(基本

支出)

金额

（万元）

占总支出

的比例%
资金性质

金额

（万元）

占总支出的

比例%

工资福利支
出

936.97 67% 基本支出 1275.10 91.28%

商品和服务
支出

451.89 32.3% 项目支出 121.76 8.66%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6.67 0.47%

基本支出合
计

1395.53 99.77%
总支出合

计
1396.86 100%

(二)项目支出情况

本年支出合计 1396.86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为 121.76 万

元,占整体支出的 8.66%。

功能科目(项目支

出)

金额

（万元）

占总支出

的比例%
资金性质

金额

（万元）

占总支出的

比例%

工资福利支出 基本支出 1275.1 91.28%

商品和服务支

出
121.76 8.66% 项目支出 121.76 8.66%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资本性支出

项目支出合计 121.76 8.66% 总支出合计 1396.86 100%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 115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为 97.84 万元，占总体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的 85.1%。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16 万元，占总



体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 14.9%。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为

57.24 万元。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绩效考核的个性指标

（一）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空气质量管控。截至 12 月 31 日，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2.6%，主要考核因

子 PM2.5、PM10、O3、NO2、SO2、CO分别为 32µg/m3、55µg/m3、

134µg/m3、8µg/m3、6µg/m3、1.6mg/m3；综合指数为 3.24，

全省排名第 73 位，益阳市排名第 4 位，未出现重污染天气。

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今年 1 至 11 月，小河嘴、南嘴、万

子湖 3 个国控断面水质总磷平均浓度 0.050mg/L，首次达到

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实现历史性改善突破。

（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取得实效。完成新湾、南嘴等

4 镇共 30 个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安装分散式污水治理

设施 14986 套。近三年共完成 289 条村级黑臭水体治理，其

中投入 500多万元用于四季红镇阳雀洪村中心渠黑臭水体治

理，入围 2022 年全国黑臭水体治理典型案例。8 个农村千人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全部按规范化要求完成整治。

（三）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进入评审。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创建工作，市人大主任等多次调度推

进。召开了全市高规格的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工作

推进会议，广泛宣传并印发 10 万份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市倡

议书。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创建要求，完善资料、加强

汇报、督导任务完成，南觜镇、新湾镇、胭脂湖街道已成功

获评益阳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



（四）年度突出环境问题全部完成整改。2022 年需完成

整改销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共 10 个，已全部完成。“利

剑”行动共排查出风险隐患问题 93 个，全部采取措施消除

风险隐患。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交办的 3个问题，

已完成整改 2个，沅江纸业遗留危废处置按计划推进。

（五）环境监测能力进一步提高。陆续投入 150 多万用

于实验室的改建工作，达到了益阳市监测能力建设中骨干站

的监测用房要求。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益阳市沅江生态

环境监测站进行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复查+扩项+地址

变更评审，现场确认了沅江生态环境监测站具备六大类 79

个检测参数的检测能力。

2、所做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蓝天保卫战”工作。全市充分发挥蓝天办统筹协调作用，

全面落实《沅江市 2022 年蓝天保卫战工作方案》，出台《沅

江市污染天气管控工作方案》《沅江市加强大气污染管控十

查十做》，配齐配强蓝天办力量，实行“日交办、周调度、月

会商”机制，加大联防联控力度，持续开展巡查督查。共召开

专题会议 7 次，交办整改问题 432 条，发出专项督查通报 11

期督办函 1 件。完成大汉至诚、芝凤涂装、万俊船舶、海荃

船舶、中联重科、飞涛汽车等 6 家企业 VOCs 治理任务，督

促中联重科、桃花江游艇、中海船舶、亚光科技等 4 家企业

安装 VOCs 在线监控。严格管控中心城区非道路移动机械，

尾气检测合格后持检测报告方可进入作业，抽检 226 台，因

尾气检测不合格立案 1 起。

“碧水保卫战”工作。扎实推进洞庭湖、大通湖等重点流



域水环境治理及总磷削减等标志性战役，取得较大效果。制

定实施《沅江市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任务清单》《沅江市

2022 年城区水环境治理攻坚任务清单》《沅江市 2022 年重

点断面水环境治理任务清单》等，发布了《关于在全市禁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通告》，统一开展“禁磷”

行动。完成全市 8 个农村千人以上集中式水源保护区规范化

建设及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销号。

“净土保卫战”工作。印发实施《沅江市 2022 年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对全市 1343 亩严格管控类耕地和

10234 亩安全利用类耕地进行科学规范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 100%。2022 年重点建设用地转为“一住二公”的地块

15 宗，全部完成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发放了规划许可证，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100%。持续推进危险废物大排查

大整治，督促 10 家涉危废企业按时完成整改。制定《沅江

市 2022 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实施方案》，

重点评估 20 家涉危险废物企业，达标率 98%。原电镀厂土

壤污染治理项目效果评估通过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专家评

审。完成 30 个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泗湖山镇朱冯

渠和黄茅洲镇大寨渠新丰段 2 条黑臭水体整治。全市畜禽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率达 100%，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 92.5%。强化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农膜回

收率达 89.3%、秸秆综合利用率 93.4%。持续开展农药包装废

弃物安全处置工作，17.14 吨农药包装废弃物今已全部转运

至危废处置中心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合力攻坚污染防治“夏季攻势”任务

省定“夏季攻势”任务全部完成。制定《2022 年沅江市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方案和“夏季攻势”任务清单》将

5 项中央和省级反馈问题年度整改任务、6 项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治理、10 个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8 处农村千人以上

饮用水水源地整治以及 21 个洞庭湖总磷污染控制与削减项

目等总计 50 项任务纳入“夏季攻势”任务清单，一周一调度。

以“提醒函”“工作提示”等多种形式督促相关单位抓进度、赶

工期，除欧美黑杨清退因特殊气候获省级批准阶段性销号

外，所有任务全部如期完成整治或建设。

（三）全力整改“利剑”行动和帮扶督察问题

制定印发《全市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利剑”

行动方案》，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全市

共排查出风险隐患问题 93 个，全部采取措施完成整改。省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交办的 3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2 个，沅江纸业遗留危废处置按计划推进。省第二轮“特护期”

大气污染防治帮扶组现场检查 33个点位，发现问题 85个（涉

气问题 39 个），已立案 5 起，完成整改的点位 29 个，整改

完成率 88%。

（四）严格生态环境执法和信访处理

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建立污染源日常监管动态

信息库和“重点排污单位、一般排污单位、特殊监管单位”名

录，开展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和“双随机”随机抽查，聚焦重

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消除污染隐患，减少信访投诉。积极开

展了“利剑”行动、大气特护期“百日攻坚”行动、生物质锅炉

隐患排查等专项执法检查工作。共出动 150 余人次开展现场

监察，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截止 12 月份，共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8 件，处罚金额 53.704 万元，其中涉大气环境



污染违法案件 4 件、涉水环境污染违法案件 1件、违反《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案件 1 件、违反《益阳市扬尘污

染防治管理条例》1 件。检查企业约 100 余次，行政拘留案

件 1 件，移送强制执行行政处罚案件 3 起。企业环境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 88 家，企业自主验收报备 27 家。

积极化解环境信访案件。截至 12 月 6 日，我大队受理

环境信访件共 223 件，其中来电 46 件，来访 1 件，交办件 1

件，市长热线 153 件,红网 0 件。大气污染投诉 93 件，占总

数的 42%；噪声污染投诉 86 件，占总数的 38%，水体污染投

诉 44 件，占总数的 20%.信访案件办结率 100％，反馈率

100％，无错案、积案。对具备回访条件的全部进行了回访，

满意率在 98％以上。未发生进京到省越级上访案件。

（五）强化环境监测及能力建设

严格落实《湖南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益阳市生态环

境监测责任任务清单》。对 2个省控水质断面与 5 个专项水

质监测断面开展监测工作，并单独对胭脂湖入湖口、黄家湖

入湖口、城区湖泊入湖排污口、12 个市级水功能区、枯水期

水质状况开展加密水质监测工作，及时了解掌握水质变化趋

势，为环境决策提供依据。开展降雨降尘常规监测 63 次，

开展执法监测达 34（家）次。完成对 26 个农村万人千吨集

中式饮用水、3 个农灌区、1 个农村环境质量一般监控村庄

以及沅江境内省级规模以上入河（湖）排污口排污状况、黑

臭水体水质状况开展监测工作。完成沅江建成区 105 个区域

声环境质量监测点、20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的

监测工作。做好 3个国控水站与 1个省控空气站的日常巡查，

没有发生人为干扰监测数据的情况。



加强监测站能力建设：投入 150 多万完成实验室的改建

工作与搬迁工作，目前监测站用房面积约为 739 平方米（其

中实验室用房面积为 600 平方米），实验室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实验室建设要求进行功能分区设计，达到了益阳市监测能

力建设中骨干站的监测用房要求。沅江生态环境监测站通过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复查+扩项+

地址变更评审，六大类 79 个检测参数的检测能力获得认可。

顺利通过 2022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双随机”抽查，能力验

证项目全部合格。

（六）严把环境行政审批关卡，服务高质量发展

严把建设项目审批关，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强化“三线

一单”成果应用和分区管控约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要求和减量替代办法。严

格控制新增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产能，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

和化解过剩产能。建立健全对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的指导和

约束机制，全面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加大环评违法

惩戒力度，坚决遏制“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审批

新改扩建项目 34个，其中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审批 14个，沅

江分局审批 20 个。所有本局审批项目均在益阳市政务服务

一窗受理系统进行线上受理审批；在政府网站进行了两次信

息公示；在湖南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数据管理系统进行录入

上传。

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实现

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理。沅江市现有排污许可发证单位 75

个，网上登记备案项目 532 个。今年新核发排污许可证 3 份；

办理排污许可证延续 3 份；对 6 家企业下达排污许可证限期



整改；所有排污单位均按要求及时提交了排污许可证执行报

告。

完善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机制，健全环评与排污许可管

理制度体系。今年以来，对 10 个环评项目和 46 个排污许可

证项目进行了资料审查和现场核查，已完成环评与排污许可

抽查率达到 80%以上，配合省市完成环评与排污许可抽查工

作，对存在的问题督促及时整改到位。

落实排污权交易制度。今年协助税务征缴排污权有偿使

用费企业 35 家共 72.43816 万元，及时将缴费信息录入湖南

省排污权管理平台。落实《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7 家企业新改扩建项目通过平台

交易获得排污权指标，其中化学需氧量 1.189 吨、氨氮 0.131

吨、二氧化硫 0.583 吨、氮氧化物 0.84 吨，交易总金额 58765

元。

（七）深入开展环保宣传，挖掘正面典型

组织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科技周、全国安全日、

宪法宣传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等宣传活动，累计发送手机

短信 3 万条，宣传资料 6000 多份，进一步增强了公众的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强大的宣传声势和良好的舆论氛围。

加强教育基地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管理和业务指导。沅江

市第一水质厂（原沅江市污水处理厂）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环

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教育基地，全年向社会公众开放 31 天，

网上预约 6 次，参观人 1000 多人次。

扎实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共办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 4 起，其中广隆环保包装等 3 家企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件参选全省首批十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件评比。



挖掘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进展及成效的新闻线索，积极

向主流媒体推介。按发表的最高级别媒体计算，共发表 51

篇宣传信息，其中央省级媒体发表 4 篇，益阳市级媒体发表

44 篇，沅江市媒体 3 篇，其中利剑行动报道 23 篇。我市“下

塞湖矮围整治”作为湖南省整改正面典型案例被中央督察

办采用并向全国宣传推介，并作为向党的二十大献礼正面报

道在召开二十期间在大礼堂展出。

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意识有待提高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工作意识淡薄，主要体现在：一

是部门年度预算编制当中绩效目标意识不够，二是预算执行

过程当中存在有开支政策依据但无预算安排的支出；三是对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利用欠充分。

（二）预算控制工作有待加强

预算控制是实现预算收支任务的关键步骤，也是整个预

算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

（三）单位日常运转所需公用经费预算不足

公用经费预算资金不够充足，不能完全满足环保行政运

行的工作需要。

（四）不可预计的专项资金需求不能及时安排预算

部分环保专项工作，在上年编制预算之前不能充分预

计，因而没有列入预算，当环保专项工作开展急需使用资金

时，因没有纳入预算难以获得专项拨款，致使项目实施受阻。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



进一步探索完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关注绩

效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思路、新动向，进一步完善项目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增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可信度。

加强对绩效管理工作的跟踪督查，做到绩效管理有依据、按

程序、有奖惩，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

（二）推动相关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

算编制模式

从项目绩效评价制度入手，借鉴其他部门在绩效管理方

面的经验和做法，制定机关统一的绩效考评制度，并将其贯

彻到预算申请、预算分配、项目实施和绩效考评的全过程。

把绩效考评的结果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建立绩效

预算激励机制。

（三）提高认识，加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单位全体干职工要提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意识，将

绩效理念贯穿于预算编制与执行的全过程。对每个部门以及

项目都分别制定相应的绩效指标，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工作落实到每一笔费用支出当中，科学合理地对财政支出进

行管理。一是合理安排收支预算，严格预算管理；二是重视

日常财务收支管理工作；三是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四是

科学调度，厉行节约；

（四）严格预算管理，增强预算控制意识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建议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

结合上年度预决算收支情况和预算年度可以预计的收支情

况进行科学、合理预算，尽可能保证预算年度内预算收支应



编尽编。全面、科学地编制好年度部门预算是严格预算管理，

做好预算控制工作的前提。

增强预算管理的执行力。杜绝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上的

的随意性。

（五）增加公用经费的预算额度，确保单位日常运行支

出不挤占专项工作经费支出。

十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无

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

2023 年 3 月 13 日



附件 1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人）

编制数 2022 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97 92 94.8%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1 年决算数 2022 年预算数 2022 年决算数

支出总额 4619.36 1271.99 3060.97

基本支出 1505.55 1086.85 1656.02

其中：公用经费 347.4 238.65 517

项目支出 3113.81 185.14 1404.96
其中：1环境保护管

理事务 2433.16 465.99

2.污染防治 573 202.46

3.自然生态保护 100 140

4.污染减排 7.65 32.34

5.其他支出 241.68

6.其他节能环保 320.82

7.农林水支出 1.65

三公经费

1、公务用车购置和
维护经费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24.8 25 22.7

政府采购金额 ——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2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
模

（㎡）

实际规模
（㎡）

规模控制
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
资（万
元）

投资概
算控制

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按照预算安排支出、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明确“保工资、
保运转”目标、严控“三公”经费、压实部门责任，严格控制行政

性支出。加强财会监督，构建厉行节约长效机制。

说明：“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

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运行维护经费”填报项目支出中用于人员类和公用运转

类的支出。

填表人：聂晨曦 填报日期：2023年 3月 13日

联系电话：15973713535 单位负责人签字：曾兵



附件 2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71.99 3060.97 3060.97 10分 100% 10分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 1396.86 其中：基本支出：1656.02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1404.95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1664.11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确保全区环境安全；

完成年度非税罚没收入征收目标。
基本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

标
全年优良天数 365 338 10 9

质量指

标

国控断面水质 Ⅲ类 Ⅲ类 10 10

城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水质

达标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

标
项目完成期限 12个月 12个月 10 10

成本指

标
项目支出 185万 1404万 10 10

地方财政加大污

染防治资金的投

入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非税罚没收入 80万 80万 8 8

社会效

益指标

提高公众环保
意识

提高 提高 8 8

生态效

益指标

大气、水质、
土壤质量指标
提升

5% 5% 8 8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推动经济可持
续性发展

促进生态
环境改善

污染总量减
少

8 8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对区域内
污染防治工作
的满意度

≥95% 96% 8 8

总分
100
分

99分

填表人： 聂晨曦 填报日期：2023年 3月 13日
联系电话： 15973713535 单位负责人签字：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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