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 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办法》（江办发电【2022】95 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

认真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属全额拨款正科级单位，局

机关设办公室（信访股、对外交流和合作股）、政工股、法

规与科技教育股（县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政

策与改革股（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发展规划股（扶贫工

作办公室）、计划财务股、乡村产业发展股、农村社会事业

促进股、市场与信息化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农业

资源保护与利用股（农田建设与农垦股）、种植业管理股（农

药管理股、种植业与农产品质量执法中队）、畜牧兽医股（兽

医药政与生猪屠宰执法中队）、渔业渔政管理股（畜牧水产

与渔政执法中队）、种业管理股、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农机



安全监理执法中队）15 个内设机构。归口管理县畜牧水产事

务中心、县农机事务中心、县农村经营管理站、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加挂土壤肥料工作站、粮食油料作物工作站)、县

经济作物站（加挂果业办、蔬菜办）、县优质农产品开发服

务中心（加挂：引进利用外资办公室）、县植保植检站、县

种子管理站、县农业环境监测管理站（加挂县农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中心、县农药监督管理站）、县原种场、县农业科学

研究所、县农产品开发服务站等单位。

（二）人员编制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为正科级单位，人员编制

193 人，其中行政编制 12 人，事业编制 179 人，机关工

勤编制 2 人；2023 年 12 月底实有在职人员 146 人，其中

行政编制 36 人，事业编制 102 人，机关工勤编制 8 人；

实有退休人员 104 人。

二、部门整体收支结余情况

我单位 2023 年收到财政资金 31900.47万元，年初结转结

余 0 元，合计 31900.4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238.9 万元，

项目支出 29661.57 万元；2023 年全年实际支出 31900.47万

元；结余财政资金 0 元。

三、预算执行与管理情况



2023 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

度工作目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

2023年度评价得分为98.52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2023 年出色完成了稳定粮食蔬菜生产、发展富民乡村产

业、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农村重点改革

等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1、投入 10 分

预算配置得 10 分。其中：在职人员控制率为 96.69%，得 5 分；“三公”经费变

动率为-10.79%，得 5 分。

2、过程 49 分

（1）预算执行得 20 分。预算完成率得 5 分；预算控制率得 5 分；无新建楼堂馆

所得 10 分。

（2）预算管理得 29 分。政府采购执行率为 100%，得 5 分；管理制度健全有相关

财务管理制度等得 8 分；资金使用符合规定得 6 分；预决算信息公开按规定内容在规定

时限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基础信息完善，得 10 分。

3、产出及效率得 30 分。

（1）产出指标得 10 分：

指标 1：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58.84 万亩，茶叶新扩和提质改造面积 3000 亩，

完成柑橘新扩面积 5000 亩，完成蔬菜种植面积 17.5 万亩；黄龙病树砍伐 100%，得 5

分。



指标 2：柑橘黄龙病病株率 3%以下，柑橘木虱有虫株数 3%以下，得 2 分。

指标 3：柑橘黄龙病防治药剂补贴 90%以上，得 2 分。

指标 4：于 2023 年 12 月底完成，得 1 分。

（2）效益指标方面 10 分：

指标 1：茶产业产值大于 5000 万，秋冬种农民增收亩平 50 元以上，得 3 分。

指标 2：增加就业岗位 1 万以上，带动全县果农主动防控柑橘黄龙病，得 3 分。

指标 3：全县无成片病树，柑橘产业健康发展，得 1 分。

指标 4：带动乡村休闲旅游，扩宽农民增收途径，美化环境，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改善土壤结构改善周边环境，提升江华苦茶影响力得 3 分。

（3）满意度指标方面得 10 分。

我局服务的农户、种植户对我单位的工作情况满意度为 98%，得 10 分。

四、绩效情况

（一）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分析。

1.农业产业稳步发展。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58 万亩，总

产量 23.5 万吨以上；茶叶新扩和提质改造面积 3000 亩；蔬

菜种植面积达到 17.5 万亩；柑橘扩面提质 5000 亩，总面积

达到 11 万亩。

2.新型农业市场主体持续增加。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认证

总数达 31 家。



3.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完成新建高标准农田面 1.32

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 0.9 万亩目标；建成的高标

准农田符合“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

土壤肥、旱能灌、涝能排、无污染、产量高”的稳定保量

良田；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区年直接受益人口数 35800

人；完成改造水渠 28.6km，新建机耕路 15km。

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明显。

（二）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产值达 7000 万元；

通过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带动 423 户 671 人就

业，人均年收入增收 8000 元，降低蔬菜、水果，兼顾薯类、

食用菌、茶叶等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产后损耗，损耗率 5%，

促进农民收入比往年上升 12%；秋冬种农民增收亩平均 50 元

以上，保障优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带动乡村休闲

旅游，扩宽农民增收途径。

2.社会效益指标：全面控制柑橘黄龙病树扩展，带动全县

果农 100%主动防控，全县无成片病树，柑橘产业健康发展。

3.可持续影响指标：改善土壤结构改善周边环境，提升江

华苦茶影响力，美化环境，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助力实现乡

村振兴目标。

（三）行政效能分析



1.抓好粮食生猪生产，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着力稳

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增效益，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严禁耕地抛荒，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58 万亩，力

争粮食产量稳中有增。大力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严格

落实“两场保护”、调运屠宰监管、疫病监测等关键措施，

严密防控非洲猪瘟等疫情，落实好粪污治理配套设施建设工

作奖励、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养殖用地保障、粪污资源化利

用项目建设、生产贷款贴息申报、标准化改扩建项目申报、

生猪保险等政策，切实稳定生猪生产基础。

2.抓好市场主体培育，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加快出台

《关于持续推进“六大强农”行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行动方

案》，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县级层面优

化农业产业区带布局，统筹推进省级农业产业强镇和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集聚区）创建。

3.抓好产业品牌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抓好茶叶、

柑橘等扩面提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

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体系建设。鼓励市场主体进行“两品一

标”农产品认证，加强企业品牌建设和管理。

4.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继续开展

工程质量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挂图作战，抢抓冬、春季施工

有利时间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各项工作。提高丘

陵山区农机装备的采购和推广，提升农机智能化与适地性；



拓宽农机补贴类型范围，加大购置补贴力度，对水稻机插机

抛机械、植保机械、作物秸秆处理机械、粮食烘干机械设备

等农业机械进行累加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应用推广。

5.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坚持以“一

拆二改三归四化五到位”为抓手，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五年提升行动。一是全域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全县所有村

庄达到干净整洁标准。二是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成省

里下达的农村户厕无害化改造任务。三是巩固好全县乡村振

兴卫星村、示范村、重点帮扶村“一拆二改三归四化五到位”

工作，达到生态宜居。四是持续推进沱江镇省级全域美丽乡

村示范创建，创建沱江镇山寨村等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特色精品乡村 3 个以上。

6.加强对省市县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方面制度的学习培训，

不断提高各职能股室的业务工作能力。及时组织股室队所负

责人学习县财政局出台的培训费、会议费、差旅费等相关制

度的学习。

7.继续严格制度执行，特别是“三公”经费的预算控制。

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严格招待费用审核审批程序，“三

公”经费较好地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

五、存在的问题



1.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偏低。2023 年县财政全面压缩我单

位公用经费支出，保机关正常运转、保重点工作面临较大压

力，预算执行基本围绕保人员经费、保正常运转进行。从部

门决算情况看，基本支出占比较大，公用经费保障存在巨大

的缺口。我局自机构改革以来，人员数量不断增多，工作职

能不断增加，由于农业工作性质需要经常下乡出差，故差旅

费开支不断增加，而单位经费有限，以至于工作开展受限。

2.资产管理薄弱。本单位在资产管理和使用方面监管力度

不够，存在重钱轻物，重采购轻管理的状况。加上近几年的

机构改革、资产重组，我单位资产管理面临巨大挑战，资产

管理相对比较薄弱。

3.人员严重缺编与工作任务繁重矛盾日益突出。

六、后续的工作计划

1. 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争

取公用经费预算指标及时足额下达，确保公用经费支出控制

在预算范围内。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

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

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2.继续开展资产清查。通过组织开展实物资产全面清查摸

清家底，掌握资产构成情况和国有资产使用状况（如在用、



闲置、报废等状况），切实做到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并指定专人管理实物资产，完善资产验收和领用流程。

3.提高政府采购执行率。还需提高政府采购管理水平，深

入政府采购业务学习，完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加强采购业

务工作管理，做到有章可循，预防采购过程中的各种弊端，

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业务的质量和经济效益。

4.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

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

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

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5．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

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