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环境卫生管理是城市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基础和保障。加强城市管理，改善城市环境，对于改善市民生活

环境，提升市民幸福指数和城市品质，促进社会及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巩固提升城市发展位势的关键阶段。在综合

城市功能发展方面，2021 年 7 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十四五”规划》，该规划提出“提

升市容品质和环卫水平，建设美丽宜居花城”的重点任务，以点

促面多方推动城市环卫现代化发展。

荔湾作为广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核心功能区，在“十

四五”开局之年即在荔湾区“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社会文明更

加彰显”“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等远景目标，要求创造更宜居、

更现代化的城市环境。通过调整理顺环境卫生作业体制，实现环

境卫生保洁全覆盖管理，通过完善经费保障和考核监督体系，实

现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



但目标实现的迫切需求与荔湾长久以来面临的环卫经费保

障不足、环卫质量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

2022 年初，为进一步提高环卫保洁经费保障水平，提升环卫保

洁质量，呈现更干净整洁城区人居环境，助力荔湾区“十四五”

规划发展良好开局，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荔湾区实施环卫保洁经费保障机制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经费保障方案》），明确环卫质量标准和荔湾区环卫经费缺口情

况，为年度内“荔湾区城市环境卫生保洁项目”的实施提出了相

关要求和指引。

《经费保障方案》明确，项目整体由广州市荔湾区城管执法

局主管，由广州市荔湾区城市保洁管理所、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

理机械化作业管理中心及全区 22 条街道（环卫站）负责具体实

施。

（二）项目立项依据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穗府办〔2021〕5 号）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荔湾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荔湾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荔文〔2019〕59 号）

——《荔湾区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荔湾区实

施环卫保洁经费保障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荔城管办〔2022〕

30 号）

——《广州市环境卫生质量规范》

——《广州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

——《广州市环卫精细化作业和管理指引》（试行）

——《广州市环境卫生作业年度预算指标》

（三）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人工普扫、人工清洗、垃圾容器清洗、垃圾临时收运点

清洗、垃圾前端收运等，确保区域“五无五净”，干净整洁，垃

圾日产日清；通过保洁、消毒、除臭、设施维护、化粪池清理等，

保障环卫公厕“十洁十无”，“四净三无两通一明”，“七小件”

齐全，厕所内外部环境洁净；通过河涌涌面及堤岸实施长效保洁，

保障水面清洁、河堤整洁。总体上，通过实施本项目，实现环卫

保洁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实施，市保洁作业标准进一步落实，全

面提升全域保洁作业质量，提升荔湾区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水

平，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以“四个出新出彩”引领环境卫生

保洁工作出新出彩。。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该项目资金由区级财政安排。2022 年初预算经费为

32,896.05 万元，实施环卫保洁经费保障机制后安排预算经费为

44,752.90 万元，比年初预算经费增加 11,856.85 万元，总体

增幅 36.0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区财政共下达环卫保洁经费预

算额度为 44,756.34 万元，全年共支付环卫保洁经费

42,614.57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22%。经费主要用于对本区

范围内市政道路、内街巷及城中村、环卫公厕、河涌水面及堤岸

等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进行日常保洁。

（五）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管理情况

区城管执法局按照职能分工和计划，有序推进环卫保洁工

作，同时制订了配套的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在责任分工方面，制定《荔湾区优化环卫保洁工作责任分工

实施方案》，优化、明确保洁任务分工。

在经费保障方面，制定《荔湾区实施环卫保洁经费保障机制

工作方案》，核算经费需求，并制定各项经费二次分配方案，根

据二次分配方案每月按时申请并下拨各项环卫保洁经费，并配合

区财政局做好经费事前、事后绩效评估工作。



在环境卫生考核方面，一是制定《荔湾区建设干净整洁平安

有序城市环境检查评价方案》，成立了专业考评队伍，每天对市

容环境卫生进行考评，每日、周、月对考评情况进行通报，并利

用城管 PDA 对考核问题落实整改闭环。二是制定《环卫公厕管

养考核回收办法》，每月对各保洁责任单位进行考核一次，当月

管养质量未能达到 80 及格分的环卫公厕下月回收至区保洁所

管养。

2.项目实施情况

区城管执法局作为项目资金的使用和分配单位，是项目资金

的管理单位和责任主体，在强化项目专项资金标准化、规范化使

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对资金支付进度和使用情况进行评价。项

目资金的分配及使用遵循相关的管理制度、工作程序和财务办法

等规定，审批管理严格，资金使用规范，财务凭证完整，符合财

务管理要求，未发现存在挪用、拖欠等现象，形成了较好的项目

运作机制。

一是对自用资金的周期化评价，建立类别详尽的预算资金支

付台账，以周或月为单位，定时开展资金支付进度分析，实现自

用资金支付的最大化效率，避免资金支付缓慢或预算额度中期闲

置。



二是对用款单位的周期化评价，督促各街道环卫站建立清晰

的二次分配资金使用台账，定期对 22 个街道环卫站开展资金支

付进度评价，要求环卫站明确资金使用明细，定期分析资金支付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推进环卫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一方面，通过对项目设立的背景、意义、项目内容、项目现

状的调研和分析，了解区环卫保洁经费项目实施情况，考察项目

实施过程和效果。另一方面，通过评价，客观公正反映项目立项

科学性、项目管理规范性、项目实施有效性和项目效果，总结项

目实施的经验，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

建议，为完善项目管理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通过调研和对相关文件的解读，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

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绩效目标，评价工作组制定了评价指标体

系、评分标准、评价方法和相关的工作程序及步骤，形成方案初

稿。经过专家组的方案评审后，评价工作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

方案初稿进行修改，形成评价方案定稿。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评价指标体系分为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



益等四大部分。指标体系采取百分制的计分方式，其中：

项目决策标准分为 16 分。该部分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立项是

否经过科学的决策程序，目标设置是否完整、科学，目标实现的

保障机制（组织机构及制度措施）是否健全、完备。

项目管理标准分为 24 分。包括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两部

分，该部分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管理过程中的资金到位、资金支出、

支出规范性，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规范性、监管是否到位等情况。

项目产出标准分为 30 分。该部分指标主要考核项目产出数

量、质量、成本、时效等按绩效目标要求的实现程度。

项目效益标准分为 30 分。该部分指标主要考核项目产出的

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的

满意程度等。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综合项目单位自评和现场核查的评价结果，评价小组认为，

2022 年度区环卫保洁经费项目实施，在实现清扫保洁全区域覆

盖，提高环卫作业质量，提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助力城市品质

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内街内巷环卫保洁质量有待提升，市民环卫保洁意



识不强，参与度与支持度不足等问题。综合评定，2022 年度区

环卫保洁经费项目绩效得分为 86.8 分，绩效等级为“良”。

（二）项目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情况。在项目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

项程序规范，资金安排规范，该项目制定的绩效目标以及绩效指

标具体、明确、可行，绩效目标合理有效，定位清晰，表述基本

准确，能够体现与项目的关联性，并分解预期提供的服务的成本、

产出、效益指标等主要指标。

2. 项目过程管理情况。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预算执行、

资金使用与核算较为规范；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制度执行基本有

效，项目按要求开展年中绩效监控。

3. 项目产出情况。2022 年度该项目按计划完成年度各项环

卫保洁工作任务，在全市 2022 年建设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工作年

度评价中被评为进步最快的区之一。

4.项目效益情况。根据区城管执法局提供的资料和专家书面

评审，效益方面设定 7 个绩效指标，“环境卫生领域投诉降低

率”因更换系统，2021 年度数据丢失无法相比较，此次评价不

作评价。因市民满意度调查问卷和人大代表满意度调查问卷联合

发放，统一汇总。故“市民综合满意度评分”包含“人大代表调



研满意度评分”，“人大代表调研满意度评分”指标此次评价不

作评价。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精准施策，系统调整优化保洁作业分工格局。

一是优化市政道路保洁移交工作。实施“一街一策”及“一

路一策”，形成《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落实市政道

路环卫保洁移交工作的通知》。2022 年全区优化调整市政道路

146 万余平方米，新增市政道路 28 多万平方米，新增绿化带 92

万平方米，新增护栏 8 万余米，基本实现“街（城中村内街巷）

-区（市政道路）”保洁新格局。

二是持续优化河涌保洁分工工作。2022 年回收堤岸 58 处，

河涌 29 条，下放河涌 4 条，其中沙面、昌华实现河涌、堤岸

全域自 。

主管理。通过优化调整，构建流域一致、堤岸涌面一致的保

洁新局

面。

三是细化主次干道市政道路、内街巷城中村、环卫公厕、河

涌、绿化带、交通护栏等保洁项目的作业量、范围、等级、质量

标准，明确由区城管执法局、各相关街道严格按照《广州市环境



卫生质量规范》《广州市环境卫生作业规范》《广州市环卫精细

化作业和管理指引（试行）》进行标准化环卫作业。

（二）专项整治，全面促进环卫保洁工作提质增效。

一是促进广钢片区环境卫生“大提质”。集中开展广钢片区

市政道路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常态化落实 18 小时保洁时间，达

到车行道、人行道干净整洁目标。日均出动 28 人次清运市政、

人行道路面生活垃圾约 3 车（八桶运输车）、杂物 3 车（二桶

运输车），切实解决广钢片区垃圾无人管，街区无人清扫等问题。

二是推进城中村环境卫生整改工作。2022 年 3 月开始，全

区专项开展城中村市容环境品质大提升精准服务行动。通过集中

抽调区保洁所 30 名城市管理员（环卫工人），多台垃圾清运车、

环卫洒水车、垃圾压缩车等作业车辆，按照每天精准提升一条街

道的计划，联动城市管理部门、属地街道、经济联社、志愿团体、

辖内企业等力量，全覆盖式开展重拳治脏、重点治乱、高标治差，

各级单位共同掀起城中村“脏乱差”整治新高潮，效果显著。

三是打造“席地可坐”环境卫生示范区域。优化环卫作业，

重点打造“席地可坐”环境卫生示范区域，擦亮西关景区金字招

牌。在永庆坊开展地面油污大清洗，在沙面岛开展“1234”机械

化保洁作业。每日完成“三合一”机械化普扫作业不少于 1 次；



白天洒水降尘不少于 2 次；车行道机械化清扫不少于 3 次；小

型扫路车对慢车道路边进行清扫，不少于 4 次。

四是开展河涌整治专项行动。按照“及时反映、快速处置、

有效解决”的原则，通过抽调精干保洁力量在辖内开展河涌整治

专项行动。重点清理涌面、护坡范围可视有色垃圾。重点对花地

河、荔湾涌、沙坦涌、东塱涌、裕安涌、剑沙涌、菊树南涌等河

涌进行突击整治，治理河涌两岸保洁黑点 12 个；严格落实河涌

“清漂”行动，组织各街道和保洁公司对辖区河涌岸开展清漂行

动。全年共出动 9412 人次和 5336 船次对河面漂浮物、堤岸的

垃圾和杂草杂物进行清捞和清理，共清理河涌水面和堤岸垃圾近

579.75 吨，清理共享单车 35 台。

五是全面提升环卫公厕管理水平。按照《广州市荔湾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荔湾区“厕所革命”三年提升计划（2021

—2023 年）的通知》（荔府办〔2021〕38 号）要求，强化质量

监督，全面提升环卫公厕管理水平，每月对全区 193 座环卫公

厕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结合不定期抽查等方式，压实环卫公厕

管养“专人专厕”，做到 12 小时至 24 小时保洁、开放，实现

设置科学、富有特色、功能完善、便民实用、管理精细的工作目

标。

（三）升级改造，着力推动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升级改造基础设施。2022 年升级改造环卫停车场 1

处、环卫公厕 13 座、垃圾收运临时点（工具房）16 处。此外，

两网融合点 11 处已完成设计工作；完成大件家私拆解场项目招

投标工作；1532 个生活垃圾点升级改造项目完成招投标工作；

压缩站项目已经完成概算，准备启动招投标流程。

二是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发挥一体化改革优势，整合全局

环卫保洁力量、设备，实现“人机”协同作战和“人机”无缝衔

接，降低人工使用频率和工作负担，提高环卫机械化作业率。2022

年投入资金 398 万元，增购了 265 台各类电动小型环卫作业车

辆，让环卫工人逐步摆脱扫、擦、抠等传统低效作业工序，使之

成为懂技术、会操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高级工。

三是探索智慧环卫新路径。通过购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和

无人保洁船、谋划建设无人机监控平台等方式，谋求实现环卫保

洁智能化、全天候保洁新业态。目前，已购置无人驾驶清扫机器

人 1 台投入至上下九等我区门户区域试点。

（四）以人为本，全面提升环卫工人形象和业务素养。

一方面，提高环卫工人的业务能力。以建设一支专业化、标

准化、现代化的保洁队伍为目标，通过培训促进我区市容环境卫

生、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水平，紧盯安全生产

工作红线，全面提升我区环卫行业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全年组织



开展强素质、提能力、转作风专项培训 1 次，分批次对全区 164

名环卫骨干进行轮训；组织开展疫情防护知识紧急专项培训活动

1 次，共计 24 场次 872 名环卫一线人员参加了专项垃圾收运

防疫措施、收运人员安全防护和健康管理专题培训，提高了环卫

工人的业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另一方面，落实环卫工人各项福利待遇。多措并举，切实提

高我区环卫工人幸福感、获得感。按照我省最低工资标准和《广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广州市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落实了全区

环卫工人工资福利待遇；落实了 747 名环卫工人 521 疫情期间

抗疫补贴；全区环卫工人享有政府购买的人身意外险。为切实解

决环卫工人收入偏低的问题，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制定《荔湾区城市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作为我区环

卫工人绩效指导性文件，设置非机动车随手扶、作风建设等项目，

为各环卫作业单位提供绩效考核依据。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2022 年环卫保洁经费项目绩效目标基本实现，但项目单位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部分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 环卫作业质量欠稳定，保洁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环境卫生平均排名处于中等水平。在全市 11 个区中，

荔湾区 2022 年全年平均排名为 6 名，比 2021 年全年平均排

名 10 名提升 4 名（因疫情影响，2021 年 6 月和 2022 年 4

月、10 月、11 月、12 月，全市不组织检查排名），尚处于中

等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环卫作业质量有一定波动，从

2022 年环境卫生全市排名来看，3 月、5 月、7 月、9 月排名

保持在 4-5 名，但 1 月、2 月、8 月排名靠后，分别是 10 名、

8 名和 9 名；二是，环卫保洁精细化服务有待加强。一是各区

域环卫公厕管理水平不够平衡。环卫公厕管养精细化程度不高，

如存在“七小件”等小配件破损、缺失、更换不及时等问题。另

外，部分市民文明如厕习惯还没有养成。二是垃圾暴露而未能及

时清理。调查问卷及市民投诉反映，部分区域存在临时垃圾桶垃

圾满溢而未及时清理的情况，滋生蚊蝇，发出恶臭味，影响市容

和城市形象；三是马路扬尘、余泥撒漏现象未能有效改观，道路

散落垃圾、杂物、泥土和沙石等未及时清理。

导致以上问题主要原因有：一是疫情导致环卫应急任务增

加。2022 年，受疫情影响，清扫保洁的范围扩大，环卫工人承

担的日常环卫作业任务增加，要求提高，增加了消毒、杀菌的作

业频次。此外，环卫队伍承担了应急和兜底任务，环卫工人的工

作负荷在疫情期间比较重。二是市政道路调整移交，导致保洁作



业量增加。区保洁所在本次市政道路移交过程中，增加了广钢片

区、高尔夫地块、芳村片区主干道、彩虹街和茶滘街全域及部分

重点保障及覆盖保洁等市政道路。数据显示，2022 年实际完成

市政道路（人工清扫部分，不含绿化带、护栏）保洁作业量为

5,548,602.49 平方米，比 2021 年 5,261,737.99 平方米增加

286,864.50 平方米，增幅为 5.45%。此外，2022 年机械化作业

量增加明显，其中机械清扫 1,003,493.00 米、机械冲洗

364,680.00 米、机械洒水 1,141,502.00 米，分别比上年增加

63.31%、30.61%和 29.01%。

2. 城乡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中村保洁“ 短板” 仍存在。

2022 年 3 月开始，全区专项开展城中村市容环境品质大提

升精准服务行动，城中村“脏乱差”现象大为改观。但由于城乡

发展不平衡，城中村保洁“短板”仍存在。本次市民调查结果显

示，城中村环卫保洁的平均满意度，仅为 72.24%，主要问题是：

一是保洁时段和区域没有实现全覆盖。市民调查问卷结果及投

诉记录显示，荔湾区城中村的环境卫生存在保洁盲区、卫生死角。

市民反映城中村区域环卫保洁存在垃圾桶垃圾满溢、垃圾清理不

及时、垃圾在太阳暴晒下发出臭味、垃圾桶脏污清洗不及时、桶

身破损更换不及时等问题；二是环卫设施偏少且布局不够合理。

在调查问卷中有一项关于城中村的环卫保洁工作主要存在的问



题调查，25.75%的被调查对象表示环卫设施数量少，12.27%被调

查对象表示环卫设施布局不合理，30.90%被调查对象表示环卫工

作存在卫生死角，8.24%被调查对象表示垃圾清运不及时，22.83%

被调查对象表示环卫公厕数量少；三是城中村环卫保洁质量不够

高。城中村、内街巷的道路洗扫车、冲洗车不足，机械化作业率

不高，深度保洁范围较小，环卫保洁作业精细化程度不高。有居

民贪图方便，随意投扔生活垃圾，将生活垃圾放置内街道路上，

没有放入垃圾桶，导致内街道路长期出现污水和异味。此外，流

动摊贩烧烤、摆卖，摊贩离开后遗留大量油污、泡沫盒、塑料袋

等垃圾在路面，无人清理，影响环境卫生。

出现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城中村环卫保洁管理体制未理

顺，保洁人力、物力、机械化设施等投入不足；部分服务外包企

业保洁质量不高；保洁责任单位缺乏自主落实保洁标准、要求的

自觉性。目前，荔湾区城中村环卫保洁除石围塘街、花地街、桥

中街是由环卫站自行负责外，其他 7 个街道的城中村都是通过

购买服务进行保洁，存在保洁面积大、人员复杂、保洁难度大、

经费标准较低等问题，经费来源主要是经济联社出资作为“两费”

及城中村补贴，大部分经济联社“两费”收费投入不足。

3. 前端环节监管不严格，加大后端的环卫保洁压力。



建筑工地、商家占道经营、垃圾分类等前端环节产生大量垃

圾，不仅增大后端的环卫保洁作业量，而且大大增加了环卫保洁

难度。

——建筑垃圾给环境卫生带来巨大挑战。一是部分建筑渣土

运输车辆带泥行驶，沿途抛洒，超限超载，影响城市环境卫生。

二是部分施工企业抓工程进度，施工场地内外的环境卫生疏于管

理，抑尘措施和清洗设施不健全。三是市民家庭装修，随意将大

件家具弃置在垃圾桶旁边或路边，环卫工人清理难度大。

——占道经营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占道经营的摊点在经营过

程中，除了造成交通堵塞，摊贩占道经营还带来了一系列卫生问

题。产生的纸屑、纸盒、塑料袋、烂菜叶、果皮等垃圾被随意丢

弃，污水横流，满地垃圾散发臭味，既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

度，又增大了环卫部门清扫保洁的运行成本。

——垃圾分类精细化有待加强。一是激励考核机制不够健

全。目前垃圾分类多靠居民自觉，缺乏有效约束，没有完善的激

励手段，造成居民存在分好分坏一个样、分与不分一个样的想法，

不能有效发挥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二是居民对垃圾分类

的主动性不足。能够长期坚持规范垃圾分类的居民比例不高，总

体分类效果不够理想，城中村出租户流动频繁难以管理，垃圾分



类工作难以推行。三是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准确投放率较低，厨余

垃圾混装现象时有发生。

六、相关建议

（一）常态巡检与专项整治结合，促进环卫工作整体提升。

首先，强化部门联动，加强部门之间的工作对接，提升办事

效能，促进环卫工作整体提升。城中村、内街巷等区域要增加保

洁频次和机械定期冲洗，提高卫生保洁质量；流动摊点及车道占

道经营治理采取专项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的形式，增加巡查和

执法力量。其次，进一步加强环境卫生巡检力度，督促各环卫保

洁单位严格落实广州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立行立改。落实绩效

考核方案，加强对环卫公厕、河涌、内街巷及城中村环卫保洁质

量的考核，提升各街道对环卫保洁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积极性。建

立环卫作业“负面清单”，营造规范有序的环卫作业行为。再次，

严格督促各保洁单位落实市政道路、内街巷、城中村、河涌保洁

制度，环卫公厕专人专厕，做到清扫保洁全区域覆盖，以点带面

提升我区市政道路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日常监管与长效机制兼顾，解决城中村保洁“短板”。

一是强化环卫保洁日常监督考核。严格推行城中村保洁区域

全覆盖，进一步完善环卫作业考核体系，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

实现考核结果与作业经费紧密挂钩；针对城中村市容环境存在的



突出问题，组织各街道开展市容环境交叉检查，压实属地管理责

任、主体责任。二是理顺完善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尽快完善城中

村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制，建立壮大街道环卫站，纳入区环卫

保洁工作体系。配齐环卫保洁人员，有效推行垃圾分类，构建联

动检查考核奖惩制度，建立完善规范的环卫保洁考核机制，使城

中村环卫保洁工作处于有效的管理中。督促加大“两费”收费力

度，应收尽收，应缴尽缴。

（三）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提升工作管理水平。

通过环卫保洁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对照查找项目执行中资金使用和业务管理的薄弱环节，根据绩效

评价结果，预判以后的工作中会出现的“漏洞”，提前进行纠正

偏差。比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切实履行好采购人主体责任，在

采购需求制定、采购活动组织、内部制度完善、流程风险防控及

质疑答复等各环节加强管理，增强与上级部门及兄弟区部门的沟

通交流，学习经验，避免被投诉质疑的风险。通过完善制度，改

进措施，提高管理水平，确保项目经费落地生效，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以“四个出新出彩”引领带

动我区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出新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