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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

关政策，按《平桥区乡村振兴局关于 2021 年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分配的请示》（平乡振文〔2021〕1 号）、《信阳市平桥区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2021年市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的分配及调整使用中省第二批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结余资金的批复》（平扶贫领〔2021〕24

号）、《信阳市平桥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 2021 年市级

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的批复》（平扶贫领〔2021〕

11 号）文件要求，2021 年由平桥区农业农村局分别实施 550

万元、100 万元及 130 万元产业扶贫项目，共 780 万元主要

用于市、区级“多彩田园”示范工程项目、生猪产能建设、

君林蓝莓产业扶贫项目。

2、项目实施内容

本次项目实施内容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生猪产能（引种）等。

（二）项目支出情况

1、项目预算情况

项目于 2021 年共申请财政资金 780 万元，当年实际执行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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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实际支出 780 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价目的和意义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是预算单位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对预算支出的效率和效益进行的自我衡量和

综合评价。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对绩效目标的综合考评，

合理配置资源，优化支出结构，规范预算资金分配，提高财政资源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的意义是：加强部门及项目预算管理，

有利于建设高效透明政府，有利于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从政府

部门管理层面来看，可促进预算单位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财政部门资金监管层面来看，可深入了解资金投向的明确性和准

确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项目实施单位来看，可以进一步规范

资金使用，提升项目实施效果。

（二）绩效自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自评价对象为 2021 年平桥区产业扶贫项目建设项目

专项资金，评价范围为涉及该项目管理及其预算资金使用绩效的相

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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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的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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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3．《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

4．《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

5．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效〔2020〕10 号）；

6.与本次自评相关的其他资料。

（四）评分方法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第十六条的相关要求：

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

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

标值的，计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

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

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

计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

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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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评分表满分为 100 分，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指标 10分。

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

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自评的总分。

综合各级政府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按照政策相关要求，根据指

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五）绩效自评工作组织

我单位依据自评价相关要求，成立项目自评领导小组，下设自

评工作组，由工作组根据具体项目指定专人配合进行自评。

工作组主要工作内容有：

1、召开自评价专门会议，进行自评价工作的统一部署并组织项

目相关成员进行必要的政策法规学习；

2、组织有效的调查研究、项目座谈、查阅相关资料；

3、根据获取的资料，依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进行合理打

分；

4、综合上述工作成果，撰写项目自评价报告；

5、完成项目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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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绩效自评价结果

根据自评相关规定，绩效评价结果实行百分制和四级分类，分

别是：90-100 分为优、80-89 分为良、60-79 分为中、0-59 分为差。

我单位通过对本项目调查研究、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根据相关政

策要求进行打分，最终项目自评价得分为 100 分，评价结果为“优”。

各项指标具体得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绩效自评价得分表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预算执行

率

预算执行率 780 万元执行率 100% 100% 10 10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多彩田园”示范工程 43 个 43个 10 10

生猪规模养殖企业 5个 5个 5 5

企业（合作社） 1个 1个 5 5

质量指标

产业分红覆盖合格率 100% 100% 10 10

企业产能恢复率 95% 95% 5 5

产业分红覆盖合格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当年开工率 100% 100% 5 5

当年完成率 100% 100% 5 5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增加脱贫户和三类户全年

总收入

>=33 万元 33 万元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受益脱贫户和三类户数 >=550 户 550 户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 全区产业扶贫覆盖率显著提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益脱贫户和三类户满意度 ≥99%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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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和问题

（一）项目实施的成果

通过对带贫优秀的“多彩田园”示范工程、养殖企业等进行财

政奖补，增强产业带贫能力，惠及周边群众，带动脱贫户和三类户

发展产业。

（二）项目存在的问题

绩效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单位在进行绩效自评工作时，发现个别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合

理，细化量化程度不足，自评结果不够准确。

五、建议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提升项目产出效益

我单位应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牢固树立“花

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加快推进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为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

必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提高单位绩效管理意识，使财政资

金发挥真正的效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七、附件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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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背景

根据《关于拨付 2021 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通知》（信财指

[2021]161 号）要求，根据平桥区花生生产基本情况和生产实际，

确定项目在全区 18个乡镇实施，项目建设直接覆盖面积 3.5 万亩。

2、项目实施内容

（一）建立示范方。以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目的，以种植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为依托，建立百、千、万示范方。

万亩片目标产量为每亩 300公斤，千亩片目标产量为每亩 320公斤，

百亩片目标产量为每亩 350公斤。

（二）成立技术服务体系。以省、市、区三级农业科研机构为

依托，在油料作物种植过程中，由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适时指导农民应用新品种和新技术，提高油料作物产量和增加农民

收入。同时，成立油料种植类项目专家组，对我区食用植物油生产

项目实施进行具体指导。

（三）建立项目实施技术队伍。由项目承担单位平桥区农业农

村局组织局属单位技术人员，按照项目实施要求进行系统培训后，

分作物和片区成立技术指导承包组，技术人员定岗到乡、到村、到

示范片区，对农民进行手把手、面对面的技术指导。

（四）加强技术培训。按照“区有技术骨干，乡有技术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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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有技术能手、户有科技当家人”的要求，在油料作物生产的选种、

播种、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

分层次举办乡、村、组干部及农技人员、生产大户和科技当家人培

训班，把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传授给农民，并分品种、分区域编写种

植技术操作规程，印发油料作物新技术服务手册给农户，方便广大

农民学习，提高农民素质和技术应用水平。

（五）组织示范观摩。在生产的关键时期，利用百、千、万示

范区成果，组织不同规模的观摩活动，召开现场会，示范带动全区

农民科学种植，提高全区油料作物生产的整体水平。

（二）项目支出情况

1、项目预算情况

项目于 2021 年共申请财政资金 931 万元，实际执行 931 万元。

2、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实际支出 931 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价目的和意义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是预算单位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对预算支出的效率和效益进行的自我衡量和

综合评价。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对绩效目标的综合考评，

合理配置资源，优化支出结构，规范预算资金分配，提高财政资源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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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的意义是：加强部门及项目预算管理，

有利于建设高效透明政府，有利于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从政府

部门管理层面来看，可促进预算单位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财政部门资金监管层面来看，可深入了解资金投向的明确性和准

确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项目实施单位来看，可以进一步规范

资金使用，提升项目实施效果。

（二）绩效自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自评价对象为平桥区18个乡镇3.5万亩产油大县奖励

资金项目，评价范围为涉及该项目管理及其预算资金使用绩效的相

关情况。

（三）绩效评价的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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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3．《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

4．《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

5．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效〔2020〕10 号）；

6.与本次自评相关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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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分方法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第十六条的相关要求：

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

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

标值的，计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

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

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

计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

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80%

—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评分表满分为 100 分，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指标 10分。

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

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自评的总分。

综合各级政府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按照政策相关要求，根据指

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五）绩效自评工作组织

我单位依据自评价相关要求，成立项目自评领导小组，下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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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工作组，由工作组根据具体项目指定专人配合进行自评。

工作组主要工作内容有：

1、召开自评价专门会议，进行自评价工作的统一部署并组织项

目相关成员进行必要的政策法规学习；

2、组织有效的调查研究、项目座谈、查阅相关资料；

3、根据获取的资料，依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进行合理打

分；

4、综合上述工作成果，撰写项目自评价报告；

5、完成项目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项目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100 分。2009 年以来我区被纳入食用植物油生产倍

增计划实施县区以来，在投入到油料种植类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已形

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体系。从方案制订报批备案、资金管理使用及

材料数据上报都能完全符合要求。2021 年度我区获上级产油大县奖

励用于油料种植类项目资金 931 万元，其中物质采购资金 841 万元，

配套经费及油料作物农业保险 90万元，采购花生种子、肥料、农药

全部用于花生生产。经近几年的项目扶持，我区油料种植面积与产

量呈稳步增长态势，2021 年统计油料种植面积 44 万亩左右，与上

年持平，油料产量 13.5 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农民通过调整种植

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新品种、新技术，更注重经济效益的增加。

四、项目实施成果

通过项目的多年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

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等相关措施，花生亩产量由原来的 2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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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左右提升到 300 公斤左右，提高了全区农民种植花生积极性，促

进了花生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全区的油料生产综合水平，促进了全

区油料产量稳定增长。

五、建议

我单位应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牢固树立“花

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加快推进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为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

必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提高单位绩效管理意识，使财政资

金发挥真正的效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七、附件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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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背景

根据《信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

（信农[2020]105 号）要求，根据平桥区农田建设基本情况，平桥

区农业农村局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该项目优先安排在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区和干部群众对本项目建设要求迫切、积极性高的区域。

结合信阳市平桥区农业农村局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以

及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分解下达项目各乡镇、村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任务。

2、项目实施内容

平桥区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 3 万亩，涉及平昌镇陈店村、王岗乡赵庄村、龙井乡胡沟村、

五里办事处七桥村、震雷山办事处辛店村、肖店乡三台村、肖王镇

许岗村、洋河镇周畈村 8个乡镇 8 个行政村。

根据项目区实际现状和急需解决的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各种

制约因素，按照《河南省高标准粮田建设标准》和最佳设计方案选

定，因地制宜地安排了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计划总投资 45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921 万元，省级

配套资金 939 万元，市、区各配套资金 320 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为：土壤改良、节水灌溉和排涝设施、田间生产道路、农田防护

与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推广等 5个方面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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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力培肥措施，计划扩建加固坑塘 80座，新打机电井 26眼，

配备低压输电线路 5.2km，更新改造固定电灌站 3座、衬砌渠道 33

条、总长 14.149km，规划修建农桥 6 座，修建过路涵洞 108 座；硬

化机耕路 27.052km；栽植林木 1.66 万株、建设农田林网 33.22km。

（二）项目支出情况

1、项目预算情况

项目于 2021 年共申请财政资金 4500 万元，当年实际执行 4500

万元。

2、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实际支出 4500 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自评价目的和意义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是预算单位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对预算支出的效率和效益进行的自我衡量和

综合评价。

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对绩效目标的综合考评，

合理配置资源，优化支出结构，规范预算资金分配，提高财政资源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推进预算支出绩效自评价的意义是：加强部门及项目预算管理，

有利于建设高效透明政府，有利于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从政府

部门管理层面来看，可促进预算单位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财政部门资金监管层面来看，可深入了解资金投向的明确性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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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项目实施单位来看，可以进一步规范

资金使用，提升项目实施效果。

（二）绩效自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自评价对象为 2021 年平桥区王岗、肖店等乡镇 3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评价范围为涉及该项目管理及其预算资

金使用绩效的相关情况。

（三）绩效评价的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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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3．《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

4．《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

5．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效〔2020〕10 号）；

6.与本次自评相关的其他资料。

（四）评分方法

根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第十六条的相关要求：

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

标得分汇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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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

标值的，计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

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

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

计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

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评分表满分为 100 分，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指标 10分。

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

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自评的总分。

综合各级政府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按照政策相关要求，根据指

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五）绩效自评工作组织

我单位依据自评价相关要求，成立项目自评领导小组，下设自

评工作组，由工作组根据具体项目指定专人配合进行自评。

工作组主要工作内容有：

1、召开自评价专门会议，进行自评价工作的统一部署并组织项

目相关成员进行必要的政策法规学习；

2、组织有效的调查研究、项目座谈、查阅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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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获取的资料，依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进行合理打

分；

4、综合上述工作成果，撰写项目自评价报告；

5、完成项目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绩效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绩效自评价结果

根据自评相关规定，绩效评价结果实行百分制和四级分类，分

别是：90-100 分为优、80-89 分为良、60-79 分为中、0-59 分为差。

我单位通过对本项目调查研究、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根据相关政

策要求进行打分，最终项目自评价得分为 100 分，评价结果为“优”。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预算执行

率（10 分）

预算执行

率

项目资金执行率达到 100% 100% 100% 10 10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3 万亩 3 万亩 20 2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5% 100% 20 20

时效指标

当年开工率 100% 100% 5 5

当年完成率 100% 100%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区增产效益 >=700 万元 700 万元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道路通达率 >=95% >95% 1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农业种植结构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10 10

满意度指

标（10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率 ≥98% 99%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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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和问题

（一）项目实施的成果

农业生产条件及生态环境改善

通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节水灌溉农业，促进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通过完善农田林网，提高林木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经过项目建设，3

万亩中低产田将全部改造成为高标准农田，并通过高新科技成果的

转化应用，使整个项目区综合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生产要素配置合

理，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

建成后将改善灌溉面积 3.0 万亩，年节约水量 170.82 万 m³，

灌溉水利用率提高 15%，机耕面积增加到 100%，道路通达率提高到

100%。

通过农田防护林建设，路沟渠绿化，农田林网控制率、林木覆

盖率得到提高。项目栽种防护林 16610 株，形成林带 26.788 公里，

项目改善后的高标准农田林网覆盖面积达到 90%以上。

4.2 年新增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

通过项目田间工程的实施，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达到旱能浇，涝能排，并通过深耕改良、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和新

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示范、推广措施，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培

肥地力， 增加农作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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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作物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项目实施后小麦平均亩产由原来的 270 公斤达到 310 公斤，亩

增产 40公斤，共增产 72.8 万公斤；水稻平均亩产由原来的 550 公

斤达到 605 公斤，亩增产 55公斤，共增产 102.3 万公斤，油菜平均

亩产由原来的 150 公斤达到 175 公斤，亩增产 28.5 万公斤，共增

产 74.4 万公斤。见下表 4-1。

表4-1 农作物增产一览表

项目

平均亩产（公斤/亩） 增产

（公斤/亩）

种植面积

（亩）

总增产

（万公斤）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小麦 270 310 40 18200 72.8

水稻 550 605 55 18600 102.3

油菜 150 175 25 11400 28.5

合计 48200 203.6

4.3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1）直接经济效益

小麦共增产 72.8 万公斤，价格按每公斤 2.40 元计算，新增产

值 174.72 万元；水稻共增产 102.3 万公斤，价格按每公斤 2.8 元计

算，新增产 286.44 万元，油菜共增产 28.5 万公斤，价格按每公斤

5.5 元计算，新增产 156.75 万元。因项目属于农业生产条件的综合

改善，在农业增产中所起到的作用比较重要，因此效益分摊系数按

照 0.6 计算， 则项目区总增产效益为 370.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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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 4-2。

表 4—2 农作物增产效益一览表

项目

总增产 单价 新增产值 增收效益

备注（万公斤） （元/公斤） （万元） （万元）

小麦 72.8 2.4 174.72 104.83 效益

分摊系数

0.6

水稻 102.3 2.8 286.44 171.86

油菜 28.5 5.5 156.75 94.05

合计 203.6 617.91 370.74

2）间接效益

实施田间工程建设项目，可进一步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潜力，有效的促进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1）减轻自然灾害对项目区的危害

通过项目的实施，农田设施进一步完善，减少了水土流失，减

轻了自然灾害对农田的危害与威胁。

2）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通过项目实施，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完善，提高了抵御干旱、洪

涝的能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以粮食为主的种植经

济结构得到调整，粮食增产潜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3）提高土地利用率

项目区的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的产出率，增加了农田土地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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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项目区干群关系

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实施改善了项目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减轻

了农民的负担，减少了争水矛盾和纠纷；同时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和项目区人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利条件。

4.4 其他效益

（1）社会影响

通过项目实施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产业，吸纳了一

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就业压力；通过土地整理理顺土地

权属关系，有利于土地管理工作。对整理后土地进行合法、合理的

权属调整，将减少今后土地利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各种纠纷，有利

于保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

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当地进行田、土、水、路、林、电、技、

管综合治理提供和积累经验；该项目能够为高产农田建设打下良好

基础，并为今后实现规模经营、机械化作业的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

将极大的增加粮食产量并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为其他地区农业规模

化生产经营提供一个显著的示范作用，同时也是国家保证粮食安全

的重大举措，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土地整理工作能够理解和支持，从

而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全面、长久、深入、顺利发展。

（2）维持社会稳定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较完善的田间道路系统和农田灌排系统，

项目区目前耕作不便的状况将得到彻底改善；提高了耕地的土壤肥

力， 中低产田得到改造，耕地质量将得到全面改善；改善项目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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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夯实了农业基础，

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增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3）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区田、土、水、路、林、电、

技、管的综合整治，完善了项目区基础设施建设，创建了良好的农

业生产条件和土地生态条件，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灾能力

和发展后劲，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而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生产的稳定性，实现经济、社会、生

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平桥区的经济发展及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

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项目存在的问题

绩效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单位在进行绩效自评工作时，发现个别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合

理，细化量化程度不足，自评结果不够准确。

五、建议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提升项目产出效益

我单位应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牢固树立“花

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加快推进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为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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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提高单位绩效管理意识，使财政资

金发挥真正的效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七、附件

附件：2021 年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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