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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
2021年度绩效管理工作总结

一、基本情况

朝阳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

建设首都”的重大时代课题，紧密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

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来谋划和推动各项工作，全面完成“建

设‘三区’、建成小康”目标，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在首

都发展中贡献朝阳力量、提供朝阳经验、展现朝阳担当。年内，

习近平总书记到朝阳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朝阳区主动作为，

以首善标准圆满完成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

服务保障工作；治理违法建设、望京小街模式等工作获得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数字增信文旅产融模式创新”作

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最佳实践案例在全国复制推

广、区预付费资金监管模式创新荣获“两区”建设创新案例奖；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获得“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文明单位”

“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特色基地”“全国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工作先进集体”等多个荣誉称号。今年，朝阳区承办的市

政府绩效考评日常履职考核事项预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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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坚持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失，常态化做好重大国事

活动服务保障、重大国家项目落地运行、重大赛事活动筹备筹办，

服务能力跃上新台阶

前瞻性完善功能设施体系，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庆祝活动、2021 年中国国际贸易交易会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

任务，奥林匹克公园等重点区域、长安街延长线等主要道路景观

环境明显提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首都红色新地标。全

力以赴做好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国家速滑馆等 3个竞赛

场馆、8个非竞赛场馆设施全面就绪，“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

顺利举办，双奥朝阳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

（二）坚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攻坚克难推进减

量提质，功能品质跃上新台阶

编制实施分区规划，以钉钉子精神推进新版北京城市总规落

实落细。实施大体量疏解、大尺度绿化、大范围提升，实现从聚

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深入走访调研全

区 19个乡，系统梳理、解决农村城市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全区 33个村完成整体拆迁腾退，1.6万名农民实现转居，3.3万

人搬迁上楼，管庄郭家场和咸宁侯村腾退工作得到市级充分肯

定，孙河在“二绿”地区率先实现城市化，王四营模式在全市推

广，农村地区在疏解转型中加速蜕变、迈向新生。全力支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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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建设，开展与密云的结对协作，加强与津冀地区的产业合

作、互联互通。扶贫协作累计财政投入居各区之首。

（三）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深层次推进经济转型，

发展质量跃上新台阶

GDP 跨过 7000 亿元大关，预计年均增长 5%左右。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保持全市第一，率先突破 500亿元。消费总量稳居全

市首位，“夜京城”地标、商圈、新增首店占全市一半以上。金

融业成为第一支柱产业，数字经济加速崛起，信息服务业、科技

服务业增势强劲。亚投行总部大楼、中信大厦等一批地标性楼宇

落成，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一批标志性

项目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 138家，56 家企业在境内外

上市。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居全市首位，进出口总额占全市 48%。

CBD吸引力指数保持全国第一、跃居亚洲第二和全球第七。

（四）坚持以绣花功夫推进建设管理，一体化改善城乡面貌，

环境优势跃上新台阶

以超常规的力度治理大气污染，全域基本实现无煤化，PM2.5

年均浓度下降 48%、进入“3时代”。全面消除黑臭水体，率先

完成小微水体治理，国考、市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提质。水绿相

融、游船巡弋的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惊艳亮相，获评首批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新增改造 102个大中小微型公园，

一道绿隔在朝阳版图上率先贯通，萧太后河滨水绿色文化休闲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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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成为生态新名片。政府主导、引入社

会资本开展望京小街更新及运营，工作经验在全市推广，入选亚

太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优秀项目库。全力保障京沈客专全线开

通，始发站“北京朝阳站”如期建成投用，站城一体规划建设有

序展开。100余条主次干路、支路竣工通车，朝阳绿道 10 公里

示范段建成通行，SKP、合生汇等商圈交通环境大幅提升，CBD

交通优化工程成为全市典范。城市智慧大脑一期建成，5G基站

数量居全市首位。群众关注的公共设施短板和秩序薄弱环节整治

成效明显，建成 110 条环境优美大街、20 个美丽乡村，成功创

建国家卫生区。紧抓两个“关键小事”，垃圾分类投放、收集、

运输和处理体系基本建成，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物业服务

覆盖率、党的组织覆盖率大幅提升。

（五）坚持用心用情用力服务民生，围绕“七有”“五性”

需求加大投入，群众福祉跃上新台阶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7.1%。

为全部特困人员购买北京普惠健康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进一

步扩面。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从 45%提升至 83%，中小学优质

教育资源实现全覆盖，朝阳区成为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

推广应用示范区。朝阳医院常营院区、安贞东方医院主体完工，

垂杨柳医院新址全面开诊，东南部三级医院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获国务院通报表扬，朝阳区获评全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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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试点开展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养老机构、驿

站、床位数均居全市首位。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等

一批文化地标相继落成，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成果丰硕。群众

居住品质明显提升，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 5.3万套，完成棚户区

改造 1.9 万户、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97 万平方米，加装电梯数量

占全市 42%，解决 10万余套房屋产权证办理难题，自备井置换

和管网改造惠及群众 100余万人。实施“吹哨报到”改革，依托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有效打通。大力推进赋权下沉、减负增效，形成“双井

13社区”、劲松模式等基层治理创新经验，朝阳区成为全国街

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

（六）坚持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政府效能提升再上新台阶

加强预算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意识，大力压减一

般性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预期。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开

展区政府常务会前学法、领导干部专题法治讲座、领导干部依法

行政专题研讨班。完成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项目（单项）

申报工作。推进政务建设，开展体系建设，推进社区（村）政务

服务示范点建设，实现综合窗口服务模式；推进“好差评”结果

运用。加大政策解读力度，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推进“全程网办”。

推进政务公开，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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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朝阳区域发展还面临许多难题。一是推动经济持续恢复

还需付出更多努力。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疫情冲击导致

的衍生风险不容忽视，科技创新生态有待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

效益亟待提升，经济新动能还需增强。二是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

下的城市化路径有待创新。城乡间、区域间发展联动还不够，全

面解决农村地区遗留问题还需持续用力。三是城市治理的体系和

机制还不完善。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不够广泛，法治

化、精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还需提升，治理“大城市病”

任重道远。四是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仍需持续增加。民生保障、安

全管理等领域尚存在不少短板，群众多元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

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干部队伍的

格局视野、专业素质和协调落实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朝阳区将

直面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