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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组织实施整体情况

2019年 4月8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乳源瑶族自治县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领导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

工作，审定县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总体资金分配方案和任务

清单，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

县财政局，负责处理日常工作。2020 年 7 月 28 日经县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同意制定了《乳源瑶族自治县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规定了县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工作的组织机构、主要职责、工作机制和会议议题申

报流程。并分别在 2019 年 6 月 6 日、2020 年 6 月 2 日和 2021

年 6 月 28 日制定了《乳源瑶族自治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乳源瑶族自治县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管理办法》《乳源瑶族自治县涉农项目和资金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

2021 年我县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在优先确保完

成考核工作任务的基础上，聚焦本地区乡村振兴短板弱项，

省级涉农资金安排的项目全部从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中

选取，并根据项目的实施情况分配资金。中央专项和市级专

项资金按资金使用要求确定要实施的项目，县级资金主要是

债券资金，2021 年安排 10,000 万元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项目，安排 7,000 万元用于农村集中供水项目。2021 年我县

统筹各级涉农资金 33,063.31 万元，安排项目 82 个，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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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完工。

二、涉农资金预算及区域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1 年省级共下达我县涉农资金 7,813 万元，考核事项

任务 13 项。其中，2020 年 10 月 31 日收到提前下达 2021 年

省级涉农资金 6834 万元，2021 年 2 月 24 日收到 2021 年第

二批省级涉农资金 979 万元。

收到省级涉农资金后，2020 年 11 月 18 日，县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全县的资金分配方案（即拟实

施项目明细）、区域绩效目标进行审议并原则通过，按照审

议结果，县涉农办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向市级报送了资金

分配方案（即拟实施项目明细）和区域绩效目标。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1年我县共统筹整合各级涉农资金33,063.31万元支

持 82 个涉农资金项目，其中：中央资金 7,228.27 万元、省

级涉农资金 7,813 万元、市县级资金 17,291.54 万元，其他

资金 730.5 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各级涉农资金共支出33,029.8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90%。其中，中央资金 7,194.77 万

元，执行率 99.54%；省级涉农资金 7,813 万元，执行率 100%；

市县资金 17,291.54 万元，执行率 100%；其它资金 730.5 万

元，执行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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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 100%形成实际支出的原因主要是 2021 年下达的中

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支付完 2021 年中央财政政策性

农业保险保费后略有结余，总共结余结转 33.5 万元。

（二）项目实施情况。

2021 年度我县共实施涉农资金项目 82 个，县涉农办分

别组织和指导同级主管部门，对照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开展了

项目绩效自评。根据项目绩效自评结果，82 个项目基本完成

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各类一级项目中：

1.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共实施 8 个项目，其中已

完成项目 8 个。有油茶、兰花、猕猴桃、花生、香芋、高山

茶等，一共支出省级涉农资金 400 万元，主要用于标准化示

范基地及水肥一体化项目建设；完成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培

训；完成品牌宣传推广等建设。项目实施完成后，以项目为

带动，形成“家庭农场+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辐射

带动周边农户及贫困户参与特色产业链条发展，提升农户生

产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农户增收能

力，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促进乡村振兴发展。该实施项目

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新增特色产业品牌，

带动农户增收（元/年）≧2000 元。

2.其他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补助。共实施 3 个项目，

目前项目已完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茶叶等特色产业发展，

提升农户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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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增收能力，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项目基本完成了年度绩效目标。

3.发展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农业。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

已完成项目 2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2021 年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1%，农机社

会化作业服务面积 3000 亩次，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有所提

高。

4. 农产品质量安全。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2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项目资

金一共 124.476 万元，主要用于每月完成省、市下达的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任务，各乡镇完成每月 200 个种植

业类定性检测及 200 个“瘦肉精”检测任务；全年完成农产

品定量检测 300 个；培训人数≥30人次。该项目资金 124.476

万元已经全部支付完成，完成 2021 年定量检测样品量 565

批次，（按照全县 187300 人口核算，达到 3.02 批次/千人）；

不合格样品量 2 批次，样品合格率为 99.65%。县级农产品监

督抽查共 69 批次，不合格 1 批次，监督抽查发现率为 1.45%。

群众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有所提升；完成全年监管监测任务，

确保年度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达到 96%以上；农

产品质量安全制度机制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群众投诉率下降。

5.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

已完成项目 2 个，包括了种植和畜禽保险，一共 134.5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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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用于支付能繁母猪预计存栏 3.5 万头左右、生猪

20 万头左右、家禽 70000 羽左右的参保补贴资金以及全县水

稻、玉米、烟叶种植保险省级保费，其中水稻 8300 亩，玉

米 17000 亩，烟叶 7000 亩。项目资金 134.51535 万元已经

全部支付完成，政策性能繁母猪保险上保率（%）≧80%；政

策性能繁母猪保险补贴发放率（%）≧100%；项目成本：≦

1200000 元。政策性水稻玉米烟叶种植保险参保率≧80%。任

务完成及时率 100%。预算支出率 100%。该实施项目基本完

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6. 农田建设及管护。共实施 5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5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完成高

标农田建设 8000 亩，总体上，对 484 垦造水田施加有机肥、

桔杆还田、冬种绿肥等手段，使垦造水田的地力逐年提升，

达到农业耕作要求。垦造水田的耕地地力、有机质含量有所

提升。

7. 动植物疫病防控。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2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逐步实现动物卫生风险管理全覆盖。开展动物疫病净化示范

建设，减少动物卫生事件发生；实现动物及动物产品可追溯，

降低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和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不

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率小于 5%，实

现稳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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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村庄清洁行动（三清三拆）。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

已完成项目 1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提高我县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接待能力，带

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 5%；为村民、游客提供了方便，提高

当地人居环境，提升乳源旅游形象。

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2 个，改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中央“山水林田湖草”专项资

金，用于大桥镇和洛阳镇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

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10. 整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

完成项目 1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提升项目村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及垃圾、污水处理水

平，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提供生活便利，推进乡村振兴；提

高人们保护环境意识，促进公共设施可持续、循环使用。

11.产业扶贫项目。共实施 7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7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小

额信贷带动贫困人口增加收入≥2000 元/年/户 ；金融扶持

时效≥半年；贫困户投诉率≦0%；增加金额机构放贷率≥3%。

完成乡村振兴帮扶车间建设和创业创新基地建设 6 个，起到

扶持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的目的。

12. 其他农业农村项目。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1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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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县全部 9 个乡镇 42414 所农村住房投保覆盖率 100%，

增强农村居民抵御风险和灾后重建能力，持续保障农村居民

财产安全，提升农村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

13.中央投资水利配套项目。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

完成项目 2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双口灌区干渠改造 22.296km，渠系建筑物 66 座，信息

化建设 1 处，总体上完成改造灌溉面积 1.5 万亩任务。

14. 河长制湖长制项目。共实施 3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3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落实大布河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水安全提

升、景观与特色营造、休闲系统构建，推进水环境与安全治

理；巩固河道日常性整治成果，改善和保护河道水生态环境。

工程建设对生态与环境带来有利影响是能够使周边农村的

经济得到发展，生活环境得以改善；河道清淤清障 3350m,,

新建护岸 5450.77m，碧道工程 6012.9m，新建排水涵管 10

处，步级 8 处，凉亭 1 处，景观石 2 处及石桌椅 3 处；恢复

河道自然功能，达到“河面无杂草和漂浮物、河中无障碍、

河岸无垃圾”的“三无”目标；打造建设 4.523km 生物栖息

和公共休闲场所、促进水、岸、城、乡联动提升，形成碧水

清流的生态廊道，人融入自然的共享廊道，水陆联动的发展

廊道，人民美好生活的好去处；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加

劳动力；打造建设 6012.9m 生物栖息和公共休闲场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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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城、乡联动提升，形成碧水清流的生态廊道，人融

入自然的共享廊道，水陆联动的发展廊道，人民美好生活的

好去处；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劳动力。

15.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1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保护两岸耕地，项目区增收增产面积 0.2 万亩，受益群

众 8 万人；通过河道治理，保护耕地免受洪水冲涮，减少水

土流失。

16.农村集中供水项目。共实施 14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14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

体上，完成管网延伸及新建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共需新建供水

管网长度 554.1km；新建挡水陂头 46 座，新建水池 46 座，

新建千人以上水厂 3 座，新建净水设备 95 套，水表组 1500

组。新增农村供水覆盖人口 5 万人。

17.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共实施 8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8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改善交通条件，便利村民出行，增强治安防控能力，助

力移民村发展；提供文化休闲停车等多功能场所，提升村民

生活质量；增加夜间照明设备，提高村道车辆通行能力，保

障村民出行安全；水圳维修，兼具保护堤岸和桥梁安全，保

障农田和交通安全，提高粮食产量，增加村民收入。

18. 其他水利项目。共实施 3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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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保护下游耕地 4.672 万亩，使得下游耕地增产，保护下游人

口1.998万人，受益人口7万人；灌区改造后灌溉面积由8340

亩恢复到 15014 亩，通过渠道建设，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

增加劳动力；通过工程建设使得水库运行管理达到良好，提

高山塘蓄水能力150万方；提高下游耕地的灌溉保证率至95%；

提高水库的蓄水能力 300 万方；灌区水利用系数增加，同时

恢复及改善灌溉的面积种双季稻，农民增产增收；通过除险

加固，使得山塘的运行管理管护达到良好。

19. 造林与生态修复。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2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提高森林的稳定性和生态效能；对局部地区的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空气净化、农田保护和生态环境改善起到积极的作

用；有效地改善石漠化地区的林分质量，提高森林面积。带

动就业人数≥280 人；加块植被的恢复，形成多树种、多层

次、多色彩的森林生态系统。

20.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1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林业防灾减灾挽回经济损失约 0.02 亿元；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变化率 0%，成灾率低于 5‰。

21. 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补贴。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

已完成项目 2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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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广大林农和林业经营者经营投入降低，抵御风险能

力增强，森林资源安全得到保障。

22. 湿地保护与恢复。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1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为广东南岭国家公园南水湖湿地周边 3000 多名常驻村民提

供便利，为乡村振兴助力；有利于提升南水湖湿地涵养水源、

调节气候等潜在经济价值；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合

理、可持续的利用湿地资源，带动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提

供就业岗位，带动 16 人就业；提高湿地公园生态休闲旅游

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23. 其他林业项目。共实施 4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4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保持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的现势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有效保护宝贵的森林自然景观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推进我县

森林资源常态化、动态化、规范化管理；绿化村庄 12710 ㎡；

使村庄池塘外围环境得到优化提升；使村路两旁景观景观得

到优化，为市民提供休闲、徒步良好场所。

24. 基本农田保护项目。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1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乳源瑶族自治县基本农田面积为 23.2732 万亩，确保基

本本农田面积不少于 23.2732 万亩。优化完善农田基础设施、

促进粮食规模化集约化种植经营，实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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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民和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目标。

25. 四好农村路养护。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2 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农村人居环境有所改善；农村垃圾清理能力水平有所提高；

提高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治理率；提高现有农村公路通行条件；

有效持续提高沿线群众生活、生产水平。

26. 厕所革命-乡村旅游厕所。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

已完成项目 2个。该实施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提高我县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接待能力，带

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 5%；起到“旅游厕所革命”带头示范

作用，为村民、游客提供了方便，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乳源旅游形象。

（三）考核工作及大事要事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粮食安全责任制。全年 2021 年粮食播种面积 111517

亩，大于目标值 110500 亩；粮食总产量 4.3892 万吨，目标

值是 4.32 万吨，已完成了市里下达的任务数；水稻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 72.64%，大于目标值 72.58%；农业主推技术

到位率 92%；大于目标值 90%；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技术推

广面积 30600 亩，完成目标值 52900 亩；耕地质量等级，提

高 0.11 等级，目标值为提高 0.2 等级；县级以上家庭农场

数量同比增长 14.6%，2021 年县级以上家庭农场 47 家，其

中新增 6 家，同比增长 14.6%；扶持的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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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社数量 4 个，2021 年计划是扶持 8 家，后来根据资金下

达情况，最终扶持了 4 家；高素质农民培育满意度 100%；全

年组织新型农民培训 5 次，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一致好评；

全年未发生农作物重大病虫灾害，未出现重大植物疫情恶性

蔓延情况。

2.耕地污染防治。受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面积

55877.3 亩，完成目标值；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

耕还林面积 2883.33 亩，完成目标值。

3.推进农田建设。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7040 亩，根据

农业农村局《关于对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度情况的反

馈》，工程实施进度为 88%，完成目标值；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 3600 亩，完成目标值；建立高标准农田（含垦造水田）

长效管护机制。

4.生猪稳产保供。全年完成生猪存栏量 10.7 万头，高

于目标值。

5.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

度，禽流感 99.54%，口蹄疫 99.56%，高于目标值；在动物

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完成率和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处置率

方面，我县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所以不存着扑杀情况，也

没有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6.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完成 2021 年定量检测样品量

565 批次，（按照全县 187300 人口核算，达到 3.02 批次/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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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合格样品量 2 批次，样品合格率为 99.65%。县级农

产品监督抽查共 217 批次。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故。

7.永久基本农田。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32732

亩，超过目标值，有效保护我县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

不降低、确保粮食产量、支持农业产业建设。通过了上级政

府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8.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全县村庄保洁覆盖面 100%。

9.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覆盖率

100%，并建立农村厕所革命长效管护机制。

1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逐步推进雨污分流设施建设，

使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完成 446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

任务。

11.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全县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覆盖率 100%。

12.农村集中供水。全县实施 14 个集中供水项目，涉及

4 个乡镇，农村集中供水覆盖人口 5 万人。

13.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2021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1115.0013 万元，完成目标值，按季度及时结算 2021 及以前

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结余结转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

保险金额 33.5 万元用于 2022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支出。

14.四好农村路。全县农村公路列养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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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考核评估。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8.16 平方公里，完成目标值。

16.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全年完成碧道建设长度 12

公里，河湖管护长度 519 公里，都略超过目标值。

17.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年用水总达到

1.5405 亿立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较 2015 年降幅 46%，两

项指标均达到目标值。

18.造林及抚育。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19616 亩，完成目

标值，森林抚育完成率达 100%。

19.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

数据制作完成率，自然保护区管控分区划定工作完成率和自

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工作完成率均达到目标值。

20.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完成农房微改造比例

81.96%，完成目标值；全县建成具有岭南特色乡村风貌示范

带 1 个，完成目标值。

21.推进林业防灾减灾。全年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面

积 62100 亩，未发生林业有害生物成灾情况，成灾率为 0，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达 100%。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年度涉农资金项目基本按目标完成，新增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 3600 亩，原无计划实施，因桂头镇有片地区耕地面

积水源不足，根据粤农农函〔2021〕597 号文同意，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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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新建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21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1115.0013 万元，按季度及时结算 2021 及以前年度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资金，结余结转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金额 33.5

万元用于 2022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支出。耕地质量等级,

目标值为提高 0.2 等级，实际完成值为 0.11 等级，2020 年

平均质量等级 4.20，2021 年平均质量等级 4.09。主要原因

是耕地逐年酸化，治理难度大。扶持的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数量目标是 8 家，根据资金下达情况，通过调查符合

扶持条件等情况，最终扶持了 4 家。

根据对部分项目的整体情况进行核查，以下提出六点建

议：

（一）加强预算执行进度管理，保障财政职能发挥、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各主管部门要不断提高预算执行进度

的及时性、均衡性、有效性，通过建立健全预算执行进度通

报制度、强化预算执行进度主体责任意识、强化预算执行进

度管理的激励约束、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

（二）加强项目监管力度。资金支付完成后，及时落实

项目的实施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项目实施所在地，定期对各镇个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查。

（三）设置阶段性目标。设置阶段性目标，保障项目进

度，提高效率。

（四）巩固项目成果。实施主体对已完成的项目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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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的维护、公共设施的维护保养、道路及植被绿化养

护、乡村公益岗位人员配置，为工作重点。各乡镇村筹集一

部分资金和争取财政适当补助，作为工作重点资金保障，以

巩固项目实施成果。

（五）探索完善管护机制。要把项目管护作为关键环节，

例如：继续在示范村积极探索垃圾清运、污水处理、保洁队

伍运行、环卫设施配置等有效办法，认真研究健全完善农村

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促进管护工作常态化。

（六）牢固树立绩效理念，逐步树立起“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的自我约束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提高开展绩

效管理工作的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

果，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今后加强资金使用

管理、完善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依据。我县会将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在县人民政府网

站上予以公布，向社会公开，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