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科普素质纲要行动计划

2023 年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根据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安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相关精神，安庆市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8 月印发了《安庆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

案（2016—2020 年）》，由此市科协设立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及基层科普行动计划专项是并组织实施。通过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明确“十三五”期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重点任务和保

障措施等，使公民了解科技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

想、崇尚科学精神的愿望显著提高，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处理

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2023 年我市公民

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该项目全年财政预算拨

款 75 万元，全年使用资金 74.99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到 2023 年，安庆市科学技术教育、

传播与普及长足发展，建成适应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现代公民科

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实施、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等体系。公民科

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力争我市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达到 10%。公民了解科技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树

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的愿望显著提高，运用科学知识和

方法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该项目 2023 年度目标:2023 年我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

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以上。。

二、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详见绩效目标表）

（一）项目情况分析

科普品牌活动有声有色。聚焦2023年“世界地球日”“中

国航天日”“全国防灾减灾日”“世界环境日”“全国科普

日”等重大节点主题，组织动员科技志愿者、科普中国信息员

利用抖音、微信等传播科普知识，在《科普安庆》专栏、安庆

科普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科普知识，承接2023年中国流

动科技馆巡展2站（怀宁站、迎江站），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10

余场次，共发送各类宣传册3万余份，开展活动300余场，受众

20万余人次。皖赣沿江三县（彭泽、宿松、望江）成立科技志

愿服务专家联盟，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推进人才资源互通，共

同推动科技志愿服务。

科普项目实施有序推进。一是组织申报省科协2023年度科

学技术普及项目，共争取32个项目、资金138万元，择优实施

2023年市级科普为民惠民项目11项、项目资金18万元。桐城市

科协入选中国科协“惠民兴县”科技志愿服务试点项目（全省



唯一）。二是推进科普示范单位创建工作，预计全年创建认定

市级科普示范单位40家左右，正有序开展省级科普示范单位申

报工作。三是实施科普信息化工程，与市新闻传媒中心合作开

设《科普安庆》专栏，通过交通广播、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传播科普知识，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青少年科技工作精彩纷呈。一是组织参加2023世界机器人

大赛锦标赛、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安徽赛区比

赛、2023年安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赛事，获奖31项。联

合市教体局举办2023年安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安庆市中

小学机器人创客竞赛，协助省青少年科教协会举办安徽省青少

年机器人普及赛太湖县赛区活动。二是持续做好安庆科技馆展

教工作，建成基础科学展厅、消防科普馆，安庆科技馆被认定

为安庆市关心下一代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创新举办“我眼中

的二十四节气”“追随前沿 格物致知”系列科普活动，以及亲

子类科学制作、小小科普讲解员比赛等活动30多场次，获中国

航天日系列科普活动---“我的太空梦”太空画创作比赛全国奖

13项、优秀指导教师11名。举办为期3天的2023年全市科普场馆

展教业务培训班，全市科普展馆30余人参加。

三、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数量指标。指标 1：科普人数≥50 万人；指标 2：

宣传手册发放≥5000 册；指标 3：开展送科技下乡，各类科普



讲座、培训等科普活动次数≥5 次；指标 4：组织开展青少年科

学调查体验、机器人比赛、高校科学营、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

验暨作品大赛、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人工智能科普活动

（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6 场次。

（二）质量指标。指标 1：我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

（三）时效指标。开展送科技下乡、科普讲座、培训等科

普活动完成时间≥10 天；组织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机器

人比赛、高校科学营、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全

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创意编程与智能设

计大赛）12 个月。

（四）成本指标。全年用于“全民科普素质纲要行动计

划”财政拨款 75 万元，按照财政统一安排进行了指标消减。

（五）经济效益指标。提高我市公民科学文化水平，增加

我市科技创新能力。

（六）社会效益指标。创建省级以上科普示范单位及个人

数量≥10 个；命名市级各类科普示范单位及个人数量 30 个；

争创、认定各级各类青少年赛事获奖数量≥250 个。

（七）可持续影响指标。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 1 年。

（八）满意度指标。社会公众满意度≥90%。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全民科普素质纲要行动计划”的绩效评价，提高了

这项工作的质量。2023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科

协的有力指导下，全市科协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四服务”职责

定位，持续开展凝心聚力、创新助力、科普提质、智汇增效、

强基提能五项行动，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绩。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认识到，我们全市科协工作

尚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比如：科普活动形式、内容、方式方

法等方面创新不足。

五、下一步改进建议

认真做好对县（市、区）政府全民科学素质考核工作，进

一步完善考核指标定期通报机制。认真履行全民科学素质领导

小组牵头单位职责，完善部门共建联动机制，推动各项任务牵

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将纲要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联合有关部

门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防灾减灾日、食品安全宣传周、三下

乡、科技活动周、社区科普大学等科普品牌活动。积极组织参

加全国农民科学素质竞赛、安徽省全民科学素质竞赛，确保在

全国、全省取得较好名次。

加强公共场所科普阵地建设，持续开展应急科普。提高科

普中国的月活量、传播量，在全国、全省争先进位。继续指导

县（市、区）科协开展科技志愿服务各项工作，着力打造科普



工作新亮点。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