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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 2022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广东兜底民生服务

社会工作双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情

况，全面落实绩效管理，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中央及省

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对项目进行自评。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省级福利彩

票公益金预算资金通知》（粤财社〔2021〕318号），2022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下达 3162万元，用于“广东兜底民生

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以下简称“双百工程”）粤东西北

12个地市以及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

聘请督导人员，建立督导团队，组建服务网络，对乡镇（街

道）社会工作服务站（以下简称“社工站”）和社工持续开展

社会工作专业实地督导工作，为社工提供实务指导、能力提

升、政策解读等服务；各地组织督导人员及全市社工站（点）

社工开展年度岗前、专业、政策等培训工作。从各地项目自

评报告反馈的情况看，各地能够严格按照要求，及时实施项

目，资金支出 2793.58万元，支出率为 88.35%。

（二）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经省民政厅党组会议审定，安排省级福利彩票公益

金 3162万元，采取因素法进行分配下达粤东西北 12个地市

以及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实施项

目。

（三）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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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按照《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双百工程”督导工作

的通知》（粤民函〔2021〕278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双百工程”督导工作的通知》（粤民函〔2021〕

417号）等要求，聘请专业督导人员，组建服务网络，每个

督导人员负责 5-8个社工站的督导工作，每月每站至少实地

督导一次，每次不少于 16个小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1230

个社工站进行督导，为社工提供实务指导、能力提升、政策

解读等服务，提高社工专业水平。二是组织督导人员及社工

站（点）社工开展年度岗前、专业、政策等培训工作，社工

站（点）社工专业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形成专业化、本

土化社会工作服务及发展模式。

二、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在决策方面，项目自评为 20分。

1.项目立项情况。

预算资金经过厅党组会集体决策审议通过，符合省财政

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和要求。项目立项时在论证决

策、目标设置及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均进行了全面考虑。项目

资金用于聘请专业督导，建立督导团队，组建服务网络，对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1230个社工站进行督导。

2.资金落实情况。

2022 年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双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

项目下达 3162 万元，资金按照要求全部下达到位，其中汕

头市 174万元、韶关市 259万元、河源市 246万元、梅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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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万元、惠州市 192 万元、汕尾市 143 万元、江门市 109

万元、阳江市 131万元、湛江市 314万元、茂名市 281万元、

肇庆市 255万元、清远市 212万元、潮州市 136万元、揭阳

市 231万元、云浮市 163万元。

（二）管理分析

在过程方面，项目自评为 18分。

1.资金管理。

项目下达 3162 万元，支出 2793.58 万元，支出率为

88.35%。其中汕头市支出 174 万元，支出率为 100%；韶关

市支出 191.34万元,支出率为 73.88%；河源市支出 246万元，

支出率为 100%；梅州市支出 293.74万元，支出率为 92.96%；

惠州市支出 140.57 万元，支出率为 73.21%；汕尾市支出

139.68万元，支出率为 97.68%；江门市支出 109万元，支出

率为 100%；阳江市支出 113万元，支出率为 86.26%；湛江

市支出 314万元，支出率为 100%；茂名市支出 154.11万元,

支出率为 54.84%；肇庆市支出 234.5万元，支出率为 91.96%；

清远市支出 204 万元，支出率为 96.23%；潮州市支出 129

万元，支出率为 94.85%；揭阳市支出 187.64 万元，支出率

为 81.23%；云浮市支出 163万元，支出率为 100%。

2.事项管理。

各地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使用情况加强检查监

督，做到资金专款专用，按照指定用途使用，暂未发现资金

挤占、挪用、套取等违纪违法情况。

（三）产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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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出方面，项目自评为 30分。截至 2022年底，粤东

西北 12个地市以及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

恩平）建成并运作社工站 1230 个，如期实现实现全省社工

站（点）100%覆盖、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 100%

覆盖的既定目标。督导人员采取实地协同督导的方式，对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 1230 个社工站和社工持续开展社会工作专

业实地督导工作，指导各地组织开展年度岗前、专业、政策

等培训工作，通过专业的督导和培训指导“双百”社工立足镇

街、深入村居，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社会工作服务。

1.数量指标

资金资助的粤东西北 12 个地市以及惠州市、肇庆市、

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均按照《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加

强“双百工程”督导工作的通知》（粤民函〔2021〕278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双百工程”督导工作的通

知》（粤民函〔2021〕417号）等要求，做好督导和培训工

作，已实现社工站（点）督导人员覆盖率 100%、社工站（点）

社工参加培训覆盖率 100%。

2.质量指标

省民政厅指导各地按照每名督导人员负责 5-8个社工站

的督导工作，每月每站至少实地督导一次，每次不少于 16

个小时的标准持续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督导；指导各地坚持需

求导向、问题导向，依托高校、培训基地、行业组织等，分

期分批对社工开展岗前培训、专业培训、政策培训，确保相

关培训全覆盖，不断提高社工的理论水平和实务能力。项目



5

资助地区社工专业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作

用明显增强，基本形成专业的、本土的社会工作服务及发展

模式。

3.成本指标

各地按照督导人员人均年薪标准（包含五险一金、差旅、

办公等）聘请督导人员，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1230 个社工

站和社工持续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实地督导工作，为社工提供

实务指导、能力提升、政策解读等服务。

4.时效指标

各地按照《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双百工程”督导工作

的通知》（粤民函〔2021〕278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双百工程”督导工作的通知》（粤民函〔2021〕

417号）等要求，按照每名督导人员负责 5-8 个社工站的督

导工作，每月每站至少实地督导一次，每次不少于 16 个小

时的标准持续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督导。定期对社工开展岗前

培训、专业培训、政策培训，确保相关培训全覆盖，不断提

高社工的理论水平和实务能力。资金资助的各地均在当年完

成社工站实地督导和培训工作任务。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在效益方面，项目自评为 30分。省、市、县三级积极

推进全省“双百工程”督导和培训工作，持续加强社工站管理

人员及社工培训，各地累计开展实地督导 3.7万次、时长 35

万小时，有力提升社工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

1.社会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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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面向社工站社工分期分批开展岗前培训、专业培

训、政策培训。社工立足镇街，深入村居，为困难群众和特

殊群体提供政策落实、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

会融入等专业服务，通过专业服务向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普

及社会工作理念。截至评价基准日，资金资助地区社工站

（点）覆盖范围内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理念普及率

达 100%。

2.可持续影响指标

在实地督导和常态化培训持续开展下，各地有序开展专

业化、规范化、常态化社会工作服务，“双百工程”人才队伍

建设项目持续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的生活质量，

对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发挥长期影响。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省民政厅结合年度绩效评价工作和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指导各地社工站（点）结合日常服务，组织开展满意度调查，

截至评价基准日，根据各地评估统计，社工站工作驻地群众

满意度达 80%以上。

三、综合评价结论

评价指标

自评

分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

重

(%)

名称
权重

(%)
名称

权

重

(%)

决策 20 项目立项 12

论证决策 4 论证充分性 4 4

目标设置 6
完整性 2 2

合理性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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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衡量性 2 2

保障措施 2
制度完整性 1 1

计划安排合理性 1 1

资金落实 8
资金到位 5

资金到位率 3 3

资金到位及时性 2 2

资金分配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3

过程 20

资金管理 12
资金支付 6 资金支出率 6 4

支出规范性 6 支出规范性 6 6

事项管理 8
实施程序 4 程序规范性 4 4

管理情况 4 监管有效性 4 4

产出 30

数量指标

30

社工站（点）

督导人员覆

盖率

30

社工站（点）督导人员

覆盖率 100%

30 30

社工站（点）

社工参加培

训覆盖率

社工站（点）社工参加

培训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发挥社会工

作专业作用

社会工作专业作用明显

提高

成本指标

督导人员人

均年薪标准

（包含五险

一金、差旅、

办公等）

督导人员人均年薪标准

（包含五险一金、差旅、

办公等）不低于 13万元

时效指标

完成社工站

（点）实地督

导、培训工作

当年完成社工站（点）

实地督导、培训工作

效益 30

社会效益

指标

30

社工站（点）

覆盖范围内

困难群众和

特殊群体社

会工作理念

普及率
30

社工站（点）覆盖范围

内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社会工作理念普及率

100%

30 3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社工项目持

续保障和改

善困难群众、

特殊群的的

生活质量，对

实现共同富

社工项目持续保障和改

善困难群众、特殊群的

的生活质量，对实现共

同富裕奋斗目标发挥长

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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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奋斗目标

的影响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社工站工作

驻地群众满

意度

社工站工作驻地群众满

意度不低于 80%

合计 98

资金资助粤东西北地区 12 个市及惠州市、肇庆市、江

门市（台山、开平、恩平），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 13 万元

的标准聘请督导人员，对社工站（点）和社工持续开展社会

工作专业实地督导工作，为社工提供实务指导、能力提升、

政策解读等服务，实现社工站（点）督导人员覆盖率 100%；

各地组织督导人员及全市社工站（点）社工开展岗前、专业、

政策等培训工作，实现社工站（点）社工参加培训覆盖率

100%。项目资助地区社工专业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形成

专业化、本土化社会工作服务及发展模式，服务对象对社工

站（点）工作驻地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双百工程”能持续

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生活质量，为实现共同富裕

奋斗目标发挥长期影响力。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8分。

四、主要绩效

（一）本土督导模式落地生根。2022年，项目资助粤东

西北 12个地市以及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

恩平）聘请 195名督导，按照每月每站不少于 1次、每次督

导时长不少于 16 小时的标准开展实地督导，通过面对面传

授专业知识和方法，组织社工以站点互访、工作坊等方式，

为社工提供贴心、持续的专业陪伴，提升了社工履职能力和

服务水平。推动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专业督导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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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转变。汕头市、茂名市出台“双百

工程”督导工作人员薪酬待遇实施方案，强有力保障督导人员

薪酬待遇。湛江市争取财政资金 100多万元，高标准建设“双

百”督导办公室，打造本土化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

（二）社工人才素质全面提升。省民政厅指导各地分期

分批对社工开展岗前培训、专业培训、政策培训，鼓励社工

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考

前培训，稳步提升社工的持证率，全省共开展专题培训 2327

场，参训人员近 6万人次，实现培训全覆盖。梅州市组建由

业务科长、督导人员、优秀社工等组成的讲师团，分 10 期

为全市 1500多名社工开展线下培训。江门、肇庆市建立“双

百”社工考前培训及考证激励机制，2022 年持证人数分别增

长 2.1倍、1.5倍。

（三）专业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双百”社工用“脚画地图”

的方式深入村（居），对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进行全面走访，

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技能、方法以及“五社联动”机

制，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组织和社区，有效整合社会

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

会功能，已经成为服务保障民生、加强基层治理、促进社会

和谐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任务中均有出色表现。共

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102万户建立服务档案，协助有需要

的服务对象落实应有的福利政策，联系服务群众超过 1500

万人次，开展个案服务 4.6万个，发展社区志愿者超过 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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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2536个，链接社会慈善资源折合 1.6

亿元，协同解决社区事务 2万多项，组织社区活动 4.8万场。

惠州市探索在社工站建立个案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统筹整

合基层资源为危机个案提供紧急介入服务。潮州市开展“潮爱

出发—关爱独居困难老人行动”，定期组织“双百”社工深入独

居困难老人家庭开展走访关爱。云浮市部署县（市、区）打

造精品社工站（点），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五、存在问题

资金支出进度有待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督导人才较为

缺乏，个别地市需要两次以上招聘才能招聘足够数量的专业

督导，2022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长时间的跟踪督导和大规

模的现场培训难以开展，导致资金支出未能实现 100%。

六、相关建议

一是持续开展培训。通过常态化的培训督导，将社工培

养成为讲政治、有情怀、熟政策、懂专业、善服务的行家里

手，全面提升“双百”社工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水平。省民政厅

按照每月至少一场的频次，持续举办“双百”大讲堂，并继续

指导各地分期分批组织开展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常用民生

政策专题培训、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考前培训，稳步提

升“双百”社工人才队伍素质。二是规范实地督导。指导各地

市级督导办公室建立常态化报告备案制度，确保督导人员严

格按照“商定主题—报告计划—实地督导—反馈情况—提交

报告”的流程开展实地督导工作，实现督导工作情况在市、县

100%有迹可循、有案可查。充分发挥督导人员“传帮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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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伴社工开展专业服务中传授专业知识和实务技巧，指导

社工站制定完善工作计划，广泛开展内部“共学”和个人自学。

二是提升服务效能。指导基层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情况、困难群众的现实需求、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准确定

位当地社工站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标准。

实现全省村（居）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100%入户探访，对

应建立完善《服务对象家庭信息汇总表》台账，有针对性地

制定跟进服务的措施、人员、频率等，并根据后续服务情况

及时进行更新。推动创新“五社联动”机制，更好地助力未成

年人保护和老年人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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