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填报单位： 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机关）

部门整体自评情况

一、部门概况

    共青团江苏省委主要职责为：领导全省共青团工作，领导和指导省青联、省学联和省少工委工作。参与制定青少年事业发展规
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政策。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调查青少年思想动态和工作状况。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
务青年，团结带领全省团员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2021年度共青团江苏省委决算总收入7083.25万元，决算支
出6880.39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02.86 万元。

二、评价情况

    1.评价思路:通过本次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对团省委2021年度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对标年初绩效目标,分析整体支出对保障团省
委职能履行的重要作用,分析不足原因,总结经验做法,改进和创新管理方式,增强管理效能,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2.评价方式做法:财政绩效自评价按绩效管理有关规定,结合年初的绩效目标,通过数据收集、综合分析等工作步骤开展评价,形
成评价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本次绩效评价在财政部《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基础上,结合团省委部门职责特点,按照指标
设计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原则,从部门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五个方面,设计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以及指标权重等,
形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部门工作任务、履职效益等内容。 
    4.评价结论:团省委2021年较好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绩效目标。绩效指标以量化为主,从源头规范了绩效目标管理;预算编制
细化,较好保障了单位职能的履行;严格执行资金使用范围,优化了财政资金配置。得分95.09,评价为“优”。

三、主要绩效

    团省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
系服务青年的职责,主要工作成效如下:
   （一）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引领。一是突出组织化学习。全省共青团集中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推动省
市县三级6500余名团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覆盖青年57万余人；组织千人规模的“8090后”青年讲师团，集中开展
宣讲，覆盖超136万人次，位列全团第一。二是抓牢高校基本盘。创新举办“全省百校万名团干部思政技能大比武活动，遴选出95
部精品思政课制成教学光盘，50篇思政调研文章和25个优秀工作案例分别汇编成书，打磨出一批精品思政课案例。三是用好网络新
媒体。联合开展“百年辉煌E心向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打造原创文创产品超850件，总传播量超3.6亿人次。四是发挥实践育人
特色。全省集中开展“回信记心间 争做好队员”学习实践活动，成立“红领巾学习小队”16.7万支，广泛开展“红领巾寻访”等
学习实践活动覆盖261万人，举办实践活动近2.2万场。打造南京小红梅“初心之路”等140多条青年学习社线路。
   （二）积极搭建青年建功成长舞台。一是疫情防控作出新贡献。发起“青春护苏 一线有我”行动，发动22万名团员青年重点向
社区基层报到。二是创新创业找准新抓手。开展科技创新“新创力”攀峰行动，推进海归青年人才服务“新引力”计划，实施新生
代企业家“新动力”计划，联合实施“苏青合伙人”创新创业计划。三是乡村振兴开拓新品牌。实施“青春四进 建功乡村”行动
。举办首届“青绘乡村”青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选52个获奖作品免费提供给乡村使用。大学生志愿服务“苏北计划”为苏北农
村输送了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青年人才，服务期满志愿者中的50%以上选择继续扎根苏北。四是安全生产探索新路径。持续
深入实施青安岗“千岗走千企”专项行动，排查安全生产隐患2.7万余条。五是对外交往展现新形象。举办2021“一带一路”沿线
城市青年发展国际会议，举办“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深化苏港澳台青年交流合作，组织苏港澳青年、苏台青年云分享会。
   （三）全力提升青年发展质态。一是真抓实干推动《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落地落实。年内全省各地共倡导出台支持青年发
展政策文件383件。编撰出版《江苏青年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二是真心实意开展就业服务。深入开展“百校千企万岗”大
学生就业帮扶行动，接力举办140余场“送岗直通车”直播荐岗活动，帮助1.8万余名大学生达成就业意向。帮扶4600余名家庭困难
大学生实现就业。三是全力以赴打造“梦想小屋”。办好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聚焦全省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积极募集资金，
建设5500余间“梦想小屋”，同步实施爱心暑托班、暖冬行动等6个重点关爱项目。
   （四）巩固夯实团的基层基础。一是稳步推进县域改革。推动25个试点县（市、区）全部成立由党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改革领
导小组，全部出台改革实施方案并通过本级党委常委会研究审议。录制“县域基层改革我来讲”案例视频，为全团改革提供“江苏
经验”。二是稳步加强组织覆盖。已建立非公企业团组织八万余个，较2020年底增长20.3%，非公领域团组织新增数、总数均为全
团第一。已建立党组织的非公企业实现团的组织或团的工作全覆盖，非公企业的团组织建设规范化程度得到明显提升。三是持续加
强团干部作风建设。全省集中开展“联青服务站”建设，省市县乡四级团干部每月集中1天时间（一般为每月第三周的星期六），
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联系服务青年工作，2021年，全省团干部累计开展联青服务活动2.5万余场，结对帮扶青少年3.1万名。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以绩效目标管控推进全年工作开展的运用有待进一步提升,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结果的总结运用有待进一步深化。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充分发挥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对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整体预算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控，注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价结果的分析运用，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