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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 2022 年度“三区”科技人才支持
计划项目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

2022年，为深入组织实施我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

行动计划，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根据

河南省五部门制定的《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五年

行动计划（2021-2025年）》（豫科〔2021〕174号）和科技

部《关于下达2022年度“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

计划的函》等要求，研究制定了2022年度河南省科技特派员

选派名单，我市农林学院等四家单位共获选派133名，其中

101名分别服务于本地区8县及各乡镇，32名分别服务于南阳、

漯河、周口和驻马店等地区重点帮扶县。

2、项目主要内容

发挥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兴工作的能动作用，以农业

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研究、引进、试验推广为突破口，

突出科技工作特点，为全市巩固脱贫拓展攻坚成果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2022年我市133名获选省派科技

特派员按照“产业组团、县级组队、服务到点、统筹调度”

的组织形式，需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新产

品等科技成果70项以上，开展技术培训133次以上，培训技

术人员、骨干农户超过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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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

2022年，根据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关

于下达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经费预算的通知》

（豫财科〔2022〕15号），选派经费按照每人每年财政2万

元（中央和省级财政各1万元）补助标准共下达我市2022年

“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预算266万元。截止2022年12月

31日，各单位实际到位经费合计266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实际使用资金244.41万元，预算执行率91.88 %。

（三）项目绩效目标

贯彻落实省、市政府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

意见，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入农村各产业，引导科技、

信息、人才、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农村基层、农业一线

集聚，不断健全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壮大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升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增强农村各产业

竞争力，向农村基层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农村科技创

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二、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表明，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绩效预期效果明显，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农民引进和推

广优良品种，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通过开展多种形

式的科技培训和指导，提高了农民的种养水平、创业技能和

科学素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乡土科技人才。本次专项资金

的支出决策依据充分，组织实施有序，项目管理整体情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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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较好的发挥了财政资金保障作用。但仍存在预算绩效管

理薄弱，部分项目单位资金支出进度偏低等问题。

（二）评价结论

评价组根据工作方案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

方法，通过对基础数据的审核、相关人员的访谈、实地调查

等，对 2022 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从决策、

管理、产出、效益四个方面进行了独立客观的评价，最后评

定本项目综合评价得分 91.61分，绩效评级为“优”。

绩效评价得分概况

指标 权重 分值 得分率

A.决策 18 12.25 68.06%

B.管理 22 19.66 89.36%

C.产出 29 28.7 98.97%

D.效益 31 31 100.00%

合计 100 91.61 91.61%

三、主要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成效

2022年，全市共派出133名省派科技特派员，与8个县企

业、合作社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191家开展科技服务，开展

技术服务2000次以上；组织实施了茶叶、油茶、果业、水稻、

蔬菜、食用菌等优势特色产业培训班223个、培训人员3000

余人次；推广新品种88个，开展主推技术97项，建立示范点

64个，辐射带动养殖规模或种植规模233.87万亩，带动企业、

农户累计增收近4000万元，有效发挥了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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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工作的能动作用，较好地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取

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特派员选派渠道较为单一，服务力量分散。一是科

技特派员选派渠道相对单一，选派人员专业领域较窄，主要

以涉农专业为主，不能很好的满足基层不同层次不同产业的

技术服务需求以及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对科技服务多元化

的现实需求；二是科技特派员工作多为“单兵作战”方式，

服务方式力量分散，服务范围受限，随着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难以满足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

2、专项经费不足、开支范围受限，与实际工作有脱节。

一是实际工作中由于科技特派员受援地多在乡镇或偏远的

自然村，导致服务时间长，差旅费用较高，经费不够用；二

是工作中发生的费用有时无法获得相应的票据无法报销；三

是专项经费开支范围过窄，不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科技扶贫

工作中的服务项目类型不同，服务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而

目前经费开支范围过窄，难以满足各种类型项目经费使用的

要求，不利于有效开展指导帮扶工作。四是目前在科技人员

激励奖励方面还缺少有力的措施或措施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3、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一是部分派出单位项

目预算执行率偏低，主要原因是2022年受疫情影响，导致部

分选派单位科技特派员现场服务数量减少、线上服务增加，

原计划作为科技特派员的差旅费节余；二是未按要求及时开

展事中绩效运行监控、事后绩效自评工作，绩效管理意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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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加强。

二、有关建议

（一）扩展选派渠道，优化科技特派员服务模式。一是

在科技特派员的选派上应进一步完善选派机制，扩展选派渠

道，打破行业、地域、身份界限，选派更多领域的专业人才

加入，实现服务领域全覆盖；二是推动科技特派员服务模式

由“单兵作战”向“组团模式”转变，利用科技特派员的多

学科优势、结合当地产业特点和资源优势，组建跨学科、跨

行业的科技特派员团队。

（二）转变专项经费支付方式，完善科技特派员工作激励机

制。一是强化政策支持，建议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可以采用

包干方式，以便科技特派员在开展科技服务时更加高效便

利；二是进一步增加工作经费投入，对科技特派员工作、项

目予以支持，保障科技特派员潜心开展乡村科技服务活动，

真正做到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三是加强

对科技特派员的激励机制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

并确保激励措施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三）重视绩效评价，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一是加强绩

效目标管理，增强预算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

实现性，对项目产出准确定位和细化，促进项目更好更高效

的使用资金；二是及时开展绩效自评和监控工作，监控和自

评结果按要求做到内容完整、权重合理、数据真实；三是把

项目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自评和结果应用作为提升项目实施

效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抓手，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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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问题，及时采取纠偏措施，以确保专项资金发挥最大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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