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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新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午餐延
时及下午课后延时服务劳务补助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实施内容

为着力解决当前民生突出问题，推进为民造福工作不断

细化深化，根据《关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进一步

做好为民造福工作的意见》（郑办〔2020〕21号）、《关于

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郑政办〔2020〕

37号）等文件精神，新郑市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午餐延

时服务和下午课后延时服务，并将课后服务纳入财政预算，

对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提供经费支持，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

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2021年度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午餐

延时服务及下午课后延时服务劳务补助资金预算金额

2,409.17万元。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以提供午餐延时服务和下

午课后延时服务为基本内容，午餐延时服务主要解决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午餐和课后托管难题，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下

午课后延时服务以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补充，积极稳

妥地推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

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午餐延时服务和下午课后服务均实

行免费制度，专项资金用于对新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

午餐延时服务和下午课后服务提供经费支持，对承担相关服

务工作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新郑市人民政府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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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议纪要》〔2020〕19号批复课后延时服务补助标准为40

元/班/天，《新郑市教育局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

劳务补助资金发放指导办法的通知》（新教明电〔2021〕160

号）明确具体拨付标准为:午餐延时服务20元/班/天，下午课

后服务20元/班/天。实际拨付时，按照每月学校的实有班级

进行统计计算。每年的4月、6月、10月、12月统计并发放，

每年拨付四次。

二、评分结果

评价组通过基础数据表、访谈、问卷调查、现场调研等

方式获取数据，对资金决策情况、组织管理情况、资金使用

情况、目标实现程度及项目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了独立客观

的评价，项目总体得分83.39分，评价等级为“良”。

总体得分情况表

指标 决策 过程 成本 产出 效益 合计

权重 15 25 3 27 30 100

得分 13.4 17.99 3 21.51 27.49 83.39

得分率 89.33% 71.96% 100% 79.67% 91.63% 83.39%

评价失分主要原因：部分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内容不符合

规定，部分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管理机制不健全，家长对课

后延时服务的效果满意度值低于目标值；午餐延时服务学校

覆盖率偏低，部分学校配餐公司的午餐质量有待提升，部分

学校的午餐延时服务工作机制不健全，家长对午餐延时服务

满意度偏低；部分学校缺少补贴资金管理办法，个别学校的

补贴资金发放方案不符合上级文件要求，部分学校未遵循公

开透明原则对资金分配结果进行公示；供餐质量监督检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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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有待健全；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三、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为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缓解中小学

生课后家长工作时间管理难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对课后服务

需求，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

势，以提供课后延时服务为基本内容，以学校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为补充，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减

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学校覆盖率

100%，课后延时服务内容合规，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

100%，供餐及时率 100%，课后延时服务满意度≥90%，供餐

服务满意度≥90%，教师满意度≥90%。具体绩效目标如下：

2021 年度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补贴标准 40元/班/天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下午课后延时服务学校覆盖率 100%

午餐延时服务学校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下午课后延时服务内容合规率 100%

午餐供餐质量情况 达到供餐标准

时效指标
下午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 100%

供餐及时性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公益惠民性 公益性

有需求的学生覆盖情况 全覆盖

课后服务工作支持率 100%

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良好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下午课后延时服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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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供餐服务满意度 ≥90%

教师满意度 ≥90%

2.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2021年度新郑市 138所中小学开展了下

午课后延时服务，学校覆盖率 100%，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

数 155493 人，参与学生数 155414，参与率达 99.9%，教师

总数 10049人，参与教师数 9791人，参与率达 97.4%，大部

分学校下午课后延时服务内容合规、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

100%，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良好，进一步增强了新郑市教育

服务能力，切实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午餐延时和课后托管

难题，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教育幸福感。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课后延时服务有待规范，服务

效果有待提升；午餐延时服务覆盖率偏低，服务质量有待加

强；部分学校补贴资金管理规范性不足，主管部门对供餐质

量监督检查力度不足，绩效管理意识有待加强等。

四、项目资金情况

2021年度专项资金预算金额为 2,409.17万元，共包含两

项内容，分别为午餐延时服务补贴 1,204.585 万元与下午课

后延时服务补贴 1,204.585 万元。资金来源为新郑市财政拨

款，用于对新郑市 138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午餐延时服

务与课后服务提供经费支持。2021 年度专项资金实际到位

2,409.17 万元，实际执行 1,131.32 万元，结转结余 1,277.8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46.96%。

五、主要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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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全覆盖。根据 2021 年

底课后服务统计情况，新郑市 138所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实现 100%全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 155493人，参与

学生数 155414，参与率达 99.9%；教师总数 10049人，参与

教师数 9791人，参与率达 97.4%。

二是时长全达标，兼顾小学与初中的弹性需求。新郑市

落实课后服务“5+2”模式，每周 5天工作日全覆盖，每天 2

小时，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与本地正常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下

午课后服务时间为：冬令时小学课后服务下午结束时间不晚

于 18:00，初中课后服务下午结束时间不晚于 18:30；夏令时

小学结束时间不晚于 18:30，初中结束时间不晚于 19:00。小

学可根据冬季时令特点，在冬至前一个月和后一个月，在保

证孩子放学接送安全的前提下，征求家长意见后，小学可提

前结束课后服务。

六、发现的问题

1.课后延时服务有待规范，服务效果有待提升

一是部分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内容不符合规定，存在集体

补课的情况。经现场调研、电话调研和查看 138所学校相关

资料，大部分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内容是以作业辅导、课外阅

读、体育活动为主，部分有条件的学校开设的有社团和兴趣

课程，但调查问卷显示，郭店一中、郭店完全小学等 58 所

学校存在利用课后延时服务进行集中上课的情况，根据文件

规定，课后延时服务不允许集体上课或集体补课。

二是部分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管理机制不健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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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求。调研发现，有 27 所学校无课后延时服务申报审

核制度，有 16所学校缺少课后延时检查考核制度，有 16所

学校缺少课后延时服务应急管理制度，有 15 所学校缺少参

与课后延时服务老师的工作记录，服务过程资料不齐全。

三是家长对课后延时服务的效果满意度值低于目标值。

通过家长满意度调查，共收回 60598份有效问卷，满意度共

设五档，满分 5分：其中非常满意得 5分、比较满意得 4分、

基本满意得 3分、不太满意得 2分、非常不满意得 1分。有

效问卷中非常满意占比 68.51%、比较满意占比 18.33%、基

本满意占比 8.94%、不太满意占比 0.91%、非常不满意占比

3.31%，根据权重和对应分值加权平均计算，家长对课后延

时服务整体满意度值为 89.6%，低于目标值 90%，其中 4.5%

的家长明确表示不支持课后延时服务。家长不满意的主要原

因为，认为目前开展的课后延时服务形式大于实质、上课时

间过长、服务内容不够丰富、过多占用学生的运动、减少了

学生阅读时间等，不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

2.午餐延时服务覆盖率偏低，服务质量有待加强

一是午餐延时服务学校覆盖率偏低。2021年新郑市共有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38 所，其中 97 所学校开展午餐延

时服务，午餐延时服务学校覆盖率 70.29%，暂未实现午餐供

应工作全覆盖，主要原因是 41 所学校大部分为农村小学，

暂无午餐延时需求。97所供餐学校中，共有 51所集中供餐，

46所学校食堂供餐，评价组对其中 51所集中供餐学校进行

调研， 51所集中供餐学校的学生总人数 72165人，参加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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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延时服务的学生人数 34802人，学生参与率 48.23%。

二是部分学校配餐公司的午餐质量有待提升。评价组随

机抽查 25 所学校的配餐公司午餐延时质量监督检查记录及

整改通知书，发现和庄镇政和路完全小学、新郑市第二实验

小学、新郑市轩辕中学、沙窝李小学、三旺马小学及龙华小

学 6所学校的配餐公司午餐供应质量均存在不符合合同规定

的情况。

三是部分学校的午餐延时服务工作机制不健全。调研发

现，有 6所学校缺少午餐延时服务工作方案或保障措施；有

4所学校无午餐应急管理预案；有 2所学校无相关管理制度

和保障措施，有 7所学校缺少对供餐企业的监督检查记录。

四是家长对午餐延时服务满意度偏低。评价组从供餐饭

菜质量、配餐标准、供餐价格、供餐饭菜新鲜程度、营养搭

配、饭菜温度、供餐及时性等方面对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进行

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 33212份，家长对供餐服务工作整体

满意度为 79.2%，其中家长对饭菜质量、搭配标准、新鲜程

度等方面的满意度较低，分别为 78.4%、75.6%、78.2%。

3.部分学校补贴资金管理规范性不足

一是部分学校缺少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调研发现，有 9

所学校未按照《新郑市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

务劳务补助资金发放指标办法的通知》要求制定课后服务资

金分配办法；二是个别学校的补贴资金发放方案不符合上级

文件要求，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如郭店镇山根小学的补贴

资金发放方案规定，当天参与延时的老师按 12元/班/天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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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不参与延时在办公室办公的老师按 8 元/班/天发放，上

级文件规定不直接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的老师不得发放补助；

三是部分学校未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对资金分配结果进行公

示。新郑市郑韩路小学、新郑市第二实验小学、新郑市仓城

小学等 22 所学校没有资金分配结果公示记录。同时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个别教师反馈补贴资金发放存在显失公平的情

况。

4.供餐质量监督检查机制有待健全

从学校对午餐质量的检查结果及评价组实际调研结果

来看，个别配餐公司连续出现供餐不及时、饭菜卫生不达标

等情况，问题整改效果不达预期。根据午餐配送合同约定，

当供餐质量不达标时，学校可以行使午餐配送合同约定权

利，如责令停止供餐服务、学校重新选择供餐企业或进行退

费管理等，实际履行过程中，学校并未行使上述权利。经了

解，供餐公司由教育局集中采购，并指定与学校签订供餐合

同，学校作为合同主体行使合同权利、重新选择供餐公司的

机制不明确，学校履行合同权利受限，对供餐公司午餐质量

的约束力不强，不利于提高供餐质量。

5.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一是绩效目标值设置不合理。新郑市教育局提供的绩效

目标表显示，2020年底新郑市公立中小学生共13.93万人，午

餐延时服务和下午课后延时服务目标是中小学全覆盖、有需

求学生全覆盖，但产出数量指标供给人数≥4000人，目标值

设置过低，与预算确定的任务目标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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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绩效管理不规范。教育局年底未开展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价，不利于及时发现项目执行过程存在的问题，影响资

金使用效益。

七、相关建议

1.建议学校加强课后延时服务管理，确保服务成效

一是督促现阶段利用课后延时服务集中开展补课的学

校进行整改，课后延时服务内容全面符合相关政策文件；二

是加强课后服务工作的规范管理。学校要建立健全课后服务

各项工作制度，细化工作流程，在组织、落实课后服务过程

中应把学生安全放在首位，将相关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完善

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等；三是充分摸排服务需求，丰富

服务内容。根据学生及家庭的实际需求，科学设计服务内容、

服务形式等，原则上每学期开展不少一次的全面需求征询，

从各方面提高课后服务的内涵质量，提高学生及家长满意

度，提升服务成效。

2.建议学校加强午餐延时服务管理，提高供餐质量

一是根据《新郑市市区中小学校午餐延时服务工作方

案》相关要求，各学校需制定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具体工作

方案、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以防止意外情况发

生。建议个别学校及时完善午餐延时服务工作方案及相关制

度或措施，以保证学校有序开展午餐延时服务工作；二是加

强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各学校要落实好食品留样、配餐间管

理、食物中毒应急预案等，并切实做好对供餐质量的监督检

查，以保证每餐质量达标；三是加大学校午餐延时服务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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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宣传，切实做好服务保障，提高供餐质量，扩大午餐延时

服务覆盖面。

3.建议学校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补贴分配的规范性

一是督促个别学校研究制定补贴资金分配办法，对发放

对象、考核办法、发放标准、计算方法及发放情况进行明确

要求，并严格按照资金分配办法执行；二是对补贴资金发放

方案不符合上级文件规定的学校进行督促整改，按照多劳多

得原则，进行据实发放；三是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将学

校的补助资金分配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按照

规定及时发放资金。

4.建立健全供餐公司质量考核及更换机制

教育局应加大对供餐服务及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建立

健全供餐公司质量考核及更换机制，定期对供餐服务及质量

进行考核评比，对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同时明确学校更换供

餐公司的工作机制，便于学校择优选择供餐公司，以提高供

餐服务质量。

5.增强绩效目标管理意识，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建议市教育局与学校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高度重视

绩效目标编制论证工作，切实提高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合理

性。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根据年度工作计划、

项目实施方案和预算编制预测依据等，设置科学的绩效目

标，并细化分解为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

配的绩效指标，使绩效指标与项目预算相结合，各分项指标

相衔接，确保绩效目标清晰反映项目预期产出和效果，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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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的充分利用，同时为绩效监控、绩效自评价奠定良

好基础。


	一、项目实施内容
	二、评分结果
	三、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四、项目资金情况
	五、主要经验做法
	六、发现的问题
	七、相关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