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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引领先进文化，坚持“两为”方向，

创演优秀精品剧目，积极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搜集、整理、充实、

传承和保护“滇剧”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滇剧的影响

力及受众面，继承和弘扬滇剧艺术事业；坚持优秀传统戏、新编历

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原则，创作演出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小成

本演出剧目，经常性的举办公益性、低票价的演出，积极参与我市

大型文艺晚会活动；积极参与省际、国际文化交流，使中国云南聂

耳故乡的优秀古滇戏剧文化、民族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加深

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突出公益性，强化服务职能。

积极宣传和推广公益性演出，争取赢得社会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

更多地参与公益性演出，团结业余滇剧爱好者，创立滇剧艺术传承

点（站）；辅导业余文艺队伍，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二）2023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2023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我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重要

指示精神，结合玉溪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有关目标

和任务，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健全工作机制，

履行主体责任、推动工作落实，深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坚持

文旅融合的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本着“出人、出

戏、出精品、出效益”的目标，以“新滇剧”为发展理念，守正创

新、传承弘扬古老的滇剧艺术。具体工作完成如下：

1 月 6 日 21:53，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周刊》播出玉溪

市滇剧院《玉律滇峰》专题栏目。

院长冯咏梅参加云南省政协会议，并当选云南省第十三届政协

委员。

排练《一湖春水》选段参加 2023 年云南省新年戏曲晚会的录

制工作。

《中国戏剧》《剧本》月刊《中国演员》等国内专业艺术类刊

物对玉滇七十周年昆明展演周掠影进行刊登。

召开 2023 年玉溪市滇剧院退休职工座谈会及走访慰问。

农历大年初二至初四到“翡翠项链”、聂耳文化广场为观众献

上内容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的滇剧专场演出，让老百姓在欣赏美、



感受美的同时，品味到剧（节）目背后所传导弘扬的社会正能量，

充分发挥了艺术工作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积极作

用。

2 月 8 日，委派张谦同志到红河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开展舞美技

术人员业务培训工作。

2 月 21 日—23 日，参加易门“二月二”戏会，上演滇剧《福

寿图》《夜明珠》《马前泼水》及青年演员滇剧折子戏，收获观众

热烈欢迎和好评。

2 月 23 日上午，玉溪市滇剧院 2023 年易门滇剧培训班开班，

副院长刘斌、严律带领剧院业务骨干李卫明、殷永萍、徐铭、传晓

俊等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活动收效良好。

2 月 24 日，组织骨干人才到易门县小绿汁采风，为剧目创作

奠定良好的素材基础。

2 月 27 日，玉溪市滇剧院精心编排文艺晚会到玉溪滇雪集团

进行联谊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我院 15 名委培员精心准备折子戏和戏曲基本功展示，于 4 月

23 日参加云南省《工匠杯》技能大赛，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滇剧《空城计》荣获云南省第三届传统戏剧曲艺汇演示范奖。

3 月 1 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昆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云南省第三

届传统戏剧曲艺汇演在云南艺术剧院开启。本次汇演是滇剧院第三



次参加该汇演，玉溪市滇剧院携优秀传统剧目《空城计》亮相本次

汇演，经过专家评审，滇剧《空城计》荣获示范奖，玉溪代表队荣

获云南省第三届传统戏剧曲艺汇演组织奖。

滇剧《水莽草》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司局 2023 年—2024 年度中

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剧目）。3 月 3 日，文化和旅游部司

局公布了《关于开展 2023 年—2024 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

演员（剧目）》入选名单的通知，经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办公室组

织专家评审论证并报中宣部文艺局审定、备案、确定 102 部录制项

目，滇剧《水莽草》在列。玉溪市滇剧院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并按

照通知文件精神积极配合，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计划，确保录制工

作的顺利完成。

3 月 25 日晚，玉溪市滇剧院举办了“玉律滇峰”——玉溪市

滇剧院建院 70 周年戏曲晚会，晚会分为《峥嵘岁月》《春华秋实》

《云岭滇秀》《薪火相传》四个篇章。由优秀传统剧目、原创大型

剧目、现代剧目、移植优秀剧目等题材多样的 14 个精选剧目组成，

部分退休演员代表与滇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白玉兰主角奖、文

华表演奖得主冯咏梅、五位云南戏剧山茶花奖得主及一批优秀青年

演员依次亮相，充分展示玉溪市滇剧院院团建设、剧目创作及人才

培养等方面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艺术风貌，把 70 年来玉溪市滇

剧院传承弘扬及守正创新的成果向各级领导、专家、同仁及广大观



众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与汇报，得到了领导、专家、同仁们的高度赞

誉，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台精彩绝伦的滇剧盛宴。

玉溪市四套班子领导、市属各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省内

外著名戏剧专家、业界同仁及近 1000 名观众观看了本场演出。中

国剧协、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及 20 余家省内外联

盟院团、友好单位纷纷发来贺电表达美好祝愿。同时本场晚会采取

线上直播的形式，当晚线上直播观看人次达到了 3.77 万，高质量、

大范围实现文化共享；玉溪文旅、玉溪电视台、玉溪日报等多家媒

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及强烈反

响。

3 月 26 日，玉溪市滇剧院与玉溪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共同举办

了玉溪市滇剧院建院七十周年艺术发展研讨会，来自省内外 30 余

名专家学者和多个联盟院团参加了此次研讨，专家们纷纷表达对玉

溪市滇剧院的美好祝愿。云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缪开和主持

会议并作总结发言。参与本次研讨会的省内外专家、领导也纷纷表

达了对玉溪市滇剧院的美好祝愿，对剧院 70 年来在剧院建设、传

承发展、人才培养、获奖荣誉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认可，

将玉滇七十年砥砺风节、艰苦奋斗、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团结一

致的精神总结为“玉滇精神”！



“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理论宣讲大赛节目录制。2023 年是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共玉溪市委

宣传部在全市举办“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理论宣讲大赛。玉溪市滇

剧院积极发挥文艺工作者职责，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玉溪篇章为主题，创作了滇剧说唱《边疆

儿女颂盛会》，目前已完成录像工作。

青年表演艺术人才肖丹携神话滇剧《哪吒闹海》荣获云南戏剧

“山茶花奖”，成为我院第六朵茶花，此次评选虽是在昆演出，许

多戏迷朋友们还是闻声而来，给予了演员极大的鼓励，彩排现场掌

声、欢呼声不断，气氛热烈、反响极好。

我院 15 名委培员精心准备折子戏和戏曲基本功展示，于 4 月

23 日参加云南省《工匠杯》技能大赛，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排练折子戏专场演出于 5 月 1 日至 2 日到澄江、绿汁开展文化

惠民演出活动。

3 月，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了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

会演参演作品名单，其中，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保护展演中心的《一湖春水》榜上有名。该剧是滇剧院继 2017 年

滇剧《水莽草》之后再次入选该项目。5 月 21 日剧目在武汉临空

港大剧院成功上演，展演不仅收获了武汉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收到



了各地专家的宝贵意见，为剧目下一步打造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多家媒体报道对演出实况、研讨会情况进行了报道，反响强烈。

滇剧《水莽草》四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此次滇剧《水

莽草》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

广项目”，是继 2014 年大型舞台剧资助、2016 年滚动资助、2017

年传播交流推广资助后第四次入选，同时也是玉溪市滇剧院第六次

受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肯定，足以证明院团的实干、实力、实绩。2023

年 6 月 13 日晚 8:00，国家艺术基金/彩票公益金——中国福利彩票

和中国体育彩票 2023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滇剧《水莽草》

在云南玉溪市聂耳大剧院首演，截至 7 月底，《水莽草》先后到哈

尔滨环球剧场、长春市桃李梅大剧院、吉林市人民大剧院、潜江保

利大剧院、随州神农大剧院、湖北戏曲艺术中心、岳阳文化艺术会

展中心开展进行演出，各地观众给予了剧目高度认可，反响强烈，

所到之处好评如潮，将云南滇剧进一步唱响全国。

8 月，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剧目）

——滇剧《水莽草》在玉溪市聂耳大剧院完成舞台录制。该剧作为

2023—2024 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名单入选剧目。滇剧《水

莽草》完成后期制作后，将制作成光盘、数据盘、电视播出载体等，

有望在央视等重点频道和网站展播推广，不仅用于资料保存和广大



群众观赏，还可为广大戏剧爱好者和青年学生提供精准直观的传习

教材，对促进云南滇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十七届云南省新剧（节）目展

演在云南省大剧院拉开帷幕。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展演中心创作演出的大型现代滇剧《一湖春水》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晚 19:30 在云南省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自首演后对剧

目的编、导、演、音乐、灯光、舞美等进行全方位扫描，听意见、

补短板、找差距、提质量，在确保剧目思想性的同时，提升剧目的

艺术性和观赏性，在本届新剧目展演中荣获了“优秀剧目奖”。此

次获奖不仅是对《一湖春水》全体演职人员的肯定，更是对滇剧艺

术传承与创新的鼓励与期望。

10 月 26 日，为期 5 天的云南省第十三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

在德宏州芒市落幕，玉溪市滇剧院滇韵器乐合奏《嫁妹》经过激烈

的角逐，最终荣获银奖。该曲目的音乐编排来源于滇剧传统曲牌《嫁

幺妹》，在传统的基础上围绕“起承转合”及主题贯穿的作曲技法进

行了大胆创新，用段落的结构编排设计了“迎亲”“哭嫁”“送别”

等系列段落，让作品张弛有度、层层递进，扣人心弦，表达了旧社

会女子对封建婚姻的无奈顺从及对自由生活、美好爱情的向往，体

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情感色彩，充分展示了滇剧音乐的独

特魅力。



滇剧说唱《边疆人民颂盛会》表现了在二十大胜利闭幕之际，

边疆男女老少喜颂盛会，展望未来的情景。表达了边疆儿女讴歌党、

讴歌祖国的真挚情怀和一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此剧于 9 月 26 日

在红塔区委党校参加玉溪市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学习成

果现场评选，与来自市直各单位的 65 名选手同台竞技荣获“三等

奖”，集中展示市直机关青年干部理论学习成果。于 10 月 27 日参

加玉溪市直机关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学习成果展演，凭借其独特

的艺术表现和深刻的现实意义，荣获文艺类“一等奖”，充分肯定

了滇剧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理论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11 月 4 日晚，由云南省剧协、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曲靖市

滇剧花灯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戏

剧“梅花奖”创办 40 周年系列活动（云南）之一，竹韵梅香——

滇剧表演艺术家冯咏梅收徒仪式暨滇剧“竹派”艺术传承专场演出

在昆明剧院举行。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滇剧

“竹派”艺术第三代传人冯咏梅在现场收徒，并携多位爱徒带来滇

剧经典选段演绎。此次收徒仪式是滇剧艺术守正创新、继承发扬的

重要活动，是艺术生命的循环，更是一代代戏曲人的使命担当。我

们深信，通过青蓝携手的不懈努力，定能带动滇剧艺术薪火相传，

不断开创滇剧艺术全方位人才培养工作新局面，为云南文化建设贡

献滇剧人的磅礴力量。



11 月 6 日，由云南省文联主办，云南省剧协承办的云岭梅香

传·齐颂新时代——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 40周年云南专题晚会在昆

明剧院举行。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冯咏梅为观众送上

优秀滇剧《水莽草》的精彩片段，充分展现了滇剧名家的风采，用

戏曲特有的美，表达了云南戏剧人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云南戏剧

新篇章的豪情壮志。

《中国戏剧》编辑部、浙江省戏剧家协会承办的“促进行业协

作 共建戏剧生态——全国戏剧院团管理新业态新模式论坛暨 2023

年《中国戏剧》理事会”在杭州举行。院长冯咏梅受邀参会，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戏剧院团管理者、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与会者深入交

流当前各地院团的经营和管理现状，共同探讨戏剧管理的新模式和

新业态，激发创新思维，弥补各院团在运营和管理方面的不足，致

力于打造一支强有力的现代戏剧管理人才队伍，推动院团管理的现

代化转型；在相互学习、经验借鉴的同时促进行业协作，共创戏剧

艺术在新时代的繁荣和发展。

12 月 2 日晚七点半，成都市锦江剧场里玉溪市滇剧院《徐棻

作品滇剧小戏专场》成功上演，这是徐棻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

奖”庆祝活动第二场演出。近年来，玉溪市滇剧院有幸多次与徐老

师合作，从大型滇剧《贵妇还乡》到小剧场戏曲《马克白夫人》、

小戏《阴阳河》《三口岔》等等，通过这一系列高质量剧目的排演，



对剧院的剧目建设及人才培养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川剧

和滇剧自古以来就是姊妹剧种，2016 年，玉溪市滇剧院联合成都

市川剧研究院及其他省市的多家院团成立了西南地方戏曲联盟，多

年来友好协作、交流不断，这次也是借助这个大好平台进行一次兄

弟院团及剧种间的交流展示。

12 月 25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2024 年

云南省新年戏曲晚会在云南省大剧院上演，院长冯咏梅带领滇剧

“竹派”第四代传人殷永萍、陈莉依、罗诗颖、张钰杰共同演唱滇

剧《梅姐》选段“都只为海底捞月这道菜”，近千名观众现场观看

演出，微信视频号、微赞直播、影像云南、云南公共文化云、游云

南、省文旅厅视频号等平台进行了现场直播，10 余万观众通过直

播平台同步观看了演出。

12 月 28 日，玉溪市滇剧院携戏曲节目《四季花海》参加云南

省政协 2024 年新年茶话会。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我单位共设置 7 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非遗传承部、编

导部、演出部、集训部、乐队、舞美部。所属单位 0 个。

我单位为基层预算单位，无下属单位。

（二）决算单位构成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作为二级

预算单位纳入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 2023 年度部门决算编报范围。

（三）单位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2023 年

末实有人员编制 76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含行政工勤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76 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 0 人）；在职在编实

有行政人员 0 人（含行政工勤人员 0），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

员 0 人，非参公管理事业人员 67 人。

年末尚未移交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 0

人（离休 0 人，退休 0 人）。年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

退休人员 44 人（离休 0 人，退休 44 人）。

年末其他人员 0 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 0

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 0 人。年末学生 0 人。年末

遗属 2 人。

车辆编制 1 辆，在编实有车辆 1 辆。

第二部分 2023年度部门决算表

本部门 2023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3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2023 年

度收入合计 20,414,499.16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8,848,348.16

元，占总收入的 92.33%；上级补助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0%；

事业收入 0.00 元（含教育收费元），占总收入的 0.00%；经营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

的 0.00%；其他收入 1,566,151.00 元，占总收入的 7.67%。与上年

相比，收入合计增加 3,017,610.61 元，增长 17.35%。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增加 1,455,974.61 元，增长 8.37%；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0.00

元，增长 0.00%；事业收入减少-4,515.00 元，下降-100.00%；经营

收入增加 0.00 元，增长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增加 0.00 元，

增长 0.00%；其他收入增加 1,566,151.00 元，增长 100.00%。主要

原因是演出项目经费增加。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2023 年

度支出合计 20,601,129.16 元。其中：基本支出 16,145,246.23 元，

占总支出的 78.37%；项目支出 4,455,882.93元，占总支出的 21.63%；

上缴上级支出元，占总支出的 0.00％；经营支出元，占总支出的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元，占总支出的 0.00％。与上年相比，

支出合计增加 3,032,881.20 元，增长 17.26%。其中：基本支出增加

104,853.76 元，增长 0.65%；项目支出增加 2,928,027.44 元，增长



191.64%；上缴上级支出增加 0.00 元，增长 0.00%；经营支出增加

0.00元，增长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增加 0.00元，增长 0.00%。

主要原因：基本支出增加主要是工资、保险调整，项目支出增加主

要是演出项目经费增加。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 年度用于保障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展演中心单位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16,145,246.23 元。其中：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 15,028,988.63 元，占基本支

出的 93.09％；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

费 1,116,257.60 元，占基本支出的 6.91％。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 年度用于保障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展演中心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

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4,455,882.93 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支出元。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滇剧《一湖春水》剧目创

作专项经费 143,000.00元；滇剧剧目发展专项补助经费 936,826.76；

办公设施修缮补助经费 60,000.00 元；非遗代表性《滇剧》项目保

护补助经费 382,268.44元；国家艺术基金巡演专项经费1,206,747.85

元；滇剧剧目打造、百千万及惠民演出经费 249,969.00 元；文化惠

民补助经费 61,486.17 元；创作及演出补助专项经费 1,020,379.56



元；自有资金补助经费 286,479.50 元；自有资金演出补助经费

72,923.65 元；遗属人员生活补助经费 35,802.00 元。以上项目用于

新剧目创作及文化惠民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等演出。

弘扬“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掀起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新高潮。为基层群众送上一台台精彩

纷呈的艺术盛宴，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通过文化惠民演出增进与

人民群众的感情，建立艺术为人民服务，文化助推社会发展的良好

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美好向往。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扩大地方戏曲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用寓教于乐的方式真正做到

还戏于民，在人民群众心中播下文化的种子。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2023 年

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601,129.16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

的 100.00%。与上年相比增加 3,032,881.20 元，增长 17.26%，主要

原因是演出活动项目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43,00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75%。主要用于《一湖春水》新剧目创作。



2.外交（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3.国防（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4.公共安全（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

5.教育（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6.科学技术（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15,296,763.38 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72.13%。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

及项目经费，包含文艺精品剧目创作，文化惠民进乡村、进校园等

演出，弘扬“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精神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扩大地方戏曲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793,334.46 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14.68%。主要用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支出、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和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支出。

9.卫生健康（类）支出 1,184,389.32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6.22%。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医疗和公务员医疗补助。



10.节能环保（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1.城乡社区（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2.农林水（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

13.交通运输（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16.金融（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9.住房保障（类）支出 1,183,642.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6.22%。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补助和购房补助。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23.其他（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24.债务还本（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25.债务付息（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26.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32,308.00 元，决算为 18,517.70 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57.3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

决算为 0.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0.00%，完成

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算



为 0.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0.00%，完成年初

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26,208 元，决

算为 12,159.7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65.67%，

完成年初预算的 46.40%；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6,100.00 元，

决算为 6,358.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34.33%，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4.23%，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算 6,358.00 元

（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 元），国（境）外接待费支出

决算 0.00 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2023 年

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32,308.00元，

支出决算为 18,517.7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7.32%。其中：因公出

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算为 0.00 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决算为 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26,208.00 元，决算为 12,159.7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6.40%；公务

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6,100.00 元，决算为 6,358.00 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04.23%。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减少公务车使用；公务接待增加

主要是演出活动增加，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执行八项规定。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

年增加 2,767.55 元，增长 17.5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决算增加 0.00 元，增长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算增加 0.00

元，增长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增加 2,407.32 元，

增长 24.68%；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 360.23 元，增长 6.01%。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

原因是演出活动项目增加。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情

况

1.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

2.购置车辆 0 辆。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

量为 1 辆。主要用于剧目创作、采风及演出等所需车辆燃料费、维

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安排国内公务接待 7 批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次），接待

人次 73 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 0 人）。主要用于剧目创作、演

出等发生的接待支出。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 0 批次，接待人次

0 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2023 年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元，比上年增加 0.00 元，增长 0.00%。与上年对

比无变化，我中心没有机关运行经费。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展演中心资产总额 1,452,203.30 元，其中，流动资产 138,247.68 元，

固定资产 1,296,008.66 元（净值），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 0.00 元，

在建工程 0.00 元，无形资产 14,946.96 元（净值），其他资产 0.00

元（净值）（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

少）496,053.62 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 269,169.17 元。处置房屋建

筑物 0 平方米，账面原值 0.00 元；处置车辆 0 辆，账面原值 0.00

元；报废报损资产 0 项，账面原值 0.00 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 0.00

元；出租房屋 0 平方米，账面原值 0.00 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 0.00

元。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3 年度，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79,620.62 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176,221.00 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元；政府采

购服务支出 3,399.62 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76,221.00 元，其

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76,221.00 元。

四、部门绩效自评情况



单位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

（一）预算绩效工作管理开展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

规定及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各项要求的情况。

通过科学规范制定管理制度有效地加强了预算绩效管理；建立

健全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成立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确定

预算绩效管理牵头部门，明确本单位内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

职责。

围绕“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

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开展工作，突出预算绩效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部门整体支出自评结果

本单位无整体部门绩效自评。

（三）项目支出自评结果

项目一：玉财教〔2023〕2 号滇剧《一湖春水》剧目创作专项

经费 143,000.00 元、玉财教〔2023〕94 号滇剧剧目打造、百千万

及惠民演出经费 249,969.00 元、玉财预〔2023〕1 号文化惠民补助

经费 61,486.17 元。项目经费支出情况主要用于剧目创作专家劳务

费。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者作谈话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的各项要求，推进艺术

的创作和生产，鼓励“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力作，服务

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展现舞台艺术创作生产新成果。

项目二：玉财教〔2023〕167 号滇剧剧目发展专项补助经费

936,826.76 元。项目经费支出情况主要用于剧目创作、排练及演出

的办公费、专用材料费、差旅费等。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

工作者作谈话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

艺的意见》的各项要求，推进艺术的创作和生产，鼓励“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力作，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展现舞台艺术

创作生产新成果。

项目三：玉财请〔2023〕2 号办公设施修缮补助经费 60,000.00

元。项目经费支出情况主要用于办公区域修缮及维护。项目绩效目

标设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了改善老城区的环境面貌，为了

给大家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创造良好的艺术氛围。弘扬和传

承玉溪戏曲文化艺术，培养青年戏曲人才，加强艺术人才表演水平，

提高艺术造诣，通过创作精品力作，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艺术

为人民服务，文化助推社会发展的良好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

艺术的美好向往。



项目四：玉财教〔2022〕351 号非遗代表性《滇剧》项目保护

补助经费 382,268.44 元。项目经费支出情况主要用于“滇剧”的传承

保护和发展的培训、教学等活动费用。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决策部署，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原则，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以玉溪花灯

戏、滇剧、关索戏、妙善学女子洞经音乐、棕扇舞等独具特色的代

表性非遗项目为重点工作，传承和弘扬古老的滇剧艺术，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玉溪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滇剧”的传承、保护和发展，遵循戏曲艺术的发展

规律，为玉溪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项目五：玉财预〔2022〕号 2023 年国家艺术基金巡演专项经

费 1,206,747.85 元。项目经费支出情况主要用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巡演费用。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

述，特别是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为繁荣文艺事业打下坚实根基。本次巡演第一阶段：



首演。2023 年 5 月在云南省玉溪市聂耳大剧院演出，届时邀请国

家艺术基金领导及专家审看；第二阶段：湖南省岳阳市－湖北省武

汉市－潜江市－随州市－吉林省吉林市－长春市－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演出受到专家级观众的一致好评。

项目六：玉财教〔2023〕2 号创作及演出补助专项经费

1,020,379.56 元。项目经费支出情况主要用于剧目创作、排练及演

出的办公费、专用材料费、差旅费等。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

艺工作者作谈话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社会主义

文艺的意见》的各项要求，推进艺术的创作和生产，鼓励“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力作，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展现舞台

艺术创作生产新成果。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玉溪滇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无其他重

要事项情况说明。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

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

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

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本文中公开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相关

数据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的相关经费，不含非财政拨款部分。

（四）本文所称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

属单位）或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

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

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部门决算：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情

况编制，反映部门和单位所有预算收支和结余执行结果及绩效等情

况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改进部门预算执行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

预算的参考和依据。

一、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

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

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

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

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

等方面。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

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

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等。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通过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其功能分类范围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

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

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住房保障支出等。



四、“三公”经费：“三公”经费预算数是指各部门从年初预算安

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

待费用的预算数。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

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

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监督索引号 5304000013570060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