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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能

我中心为市农业农村局下属的独立核算全额事业单位。

1.贯彻执行农业种植业及农村能源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及政策规定，参与编制全市农业技术推广规划并组织实施。

2.承担全市粮油菜、魔芋、茶叶、水果产业发展技术指

导及业务培训工作。

3.承担种植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的推广工作。

4.承担农作物病虫害研究、预测预报和防治工作。

5.参与全市耕地资源普查工作，提出耕地保护补偿与改

良的技术措施。

6.承担土肥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耕地质量提升和保护

工作，组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承担土肥监测检测工作。

7.承担农村能源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试验、示范、

推广和服务工作。

8.承担农药、化肥及种植生产废弃物等有毒有害物质残

留的监测、分析、评价工作，承担有害生物、检疫性病虫鉴

定、药械选用和防控工作。

9.参与编制全市一村一品发展规划，编报全市一村一品

项目；承担粮油菜、魔芋、茶叶、水果产业村建设事务性工

作；承担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技术服务工作。

10.完成市农业农村局（市茶叶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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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设机构

我中心下设有综合科、粮油作物技术推广站、蔬菜技术

推广站、茶叶技术推广站、魔芋技术推广站、土壤肥料和能

源工作站、植保植检工作站、一村一品工作站 1 科 7 站。

二、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年度本单位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

序 号 单位名称

1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45 人，其中：行政编

制 0 人、事业编制 45 人；实有人员 45 人，其中：行政 0 人、

事业 45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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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度单位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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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04表

编制单位：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

款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财

政拨款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017.12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0.00 0.00 0.00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00 2.外交支出 0.00 0.00 0.00 0.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00 3.国防支出 0.00 0.00 0.00 0.00

4.公共安全支出 0.00 0.00 0.00 0.00

5.教育支出 0.00 0.00 0.00 0.00

6.科学技术支出 0.00 0.00 0.00 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0.00 0.00 0.00 0.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07.23 107.23 0.00 0.00

9.卫生健康支出 10.57 10.57 0.00 0.00

10.节能环保支出 0.00 0.00 0.00 0.00

11.城乡社区支出 0.00 0.00 0.00 0.00

12.农林水支出 871.29 871.29 0.00 0.00

13.交通运输支出 0.00 0.00 0.00 0.00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
0.00 0.00 0.00 0.00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0 0.00 0.00 0.00

16.金融支出 0.00 0.00 0.00 0.00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00 0.00 0.00 0.00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
0.00 0.00 0.00 0.00

19.住房保障支出 40.50 40.50 0.00 0.00

2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00 0.00 0.00 0.00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0.00 0.00 0.00 0.00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支出
0.00 0.00 0.00 0.00

23.其他支出 0.00 0.00 0.00 0.00

本年收入合计 1,017.12 本年支出合计 1029.59 1029.59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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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公开06表

编制单位：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金额单位：万元

注：本表反映单位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

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经济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决算数

经济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决算数

人员经费合计 677.72 公用经费合计 4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37.72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42

30101 基本工资 208.22 30201 办公费 0.45

30102 津贴补贴 73.70 30202 印刷费 0.20

30103 奖金 13.20 30203 咨询费 3.97

30107 绩效工资 145.70 30204 手续费 0.98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
54.90 30205 水费 2.22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29.70 30206 电费 0.12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1.40 30207 邮电费 0.48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16 30209 物业管理费 3.6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5.51 30211 差旅费 0.55

30113 住房公积金 40.50 30213 维修(护)费 0.37

30114 医疗费 0.40 30217 公务接待费 0.75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32 30226 劳务费 10.16

30228 工会经费 4.84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3.8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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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支总计 1320.04 万元与 2020 年收支总计

1291.76 相比，收入总计增加 28.28 万元，增加了 2.18 %。

主要原因其他收入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入合计 1156.14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017.12 万元、占 88%，其他收入：139.02 万元，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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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支出合计 1168.6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16.74 万元，占 70%；项目支出 351.87 万元，占 30%，经营

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计均为 1181.02 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 51.18 万元，下降 4.33%。主

要原因是减少项目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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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1181.02 万元，支出决算

1029.59 万元，完成预算的 87%，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0%。与

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51.18 万元，下降 4%，主要原

因是项目资金减少。

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年初

预算为 84.6 万元，支出决算为 84.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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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22.63

万元，支出决算为 22.6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

数与预算数持平。

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

员医疗补助（项）。年初预算为 10.5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0.5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0.40 万元，支

出决算为 0.4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

数持平。

5、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

年初预算为 479.42 万元，支出决算为 479.42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6、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 科技转化与推广

服务（项）。年初预算为 40 万元，支出决算为 40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7、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病虫害控制（项）。

年初预算为 107.47 万元，支出决算为 107.47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8、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产发展（项）。

年初预算为 2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2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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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资源保护修

复与利用（项）。年初预算为 39.4 万元，支出决算为 39.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10、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

出（项）。年初预算为 5.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5.00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11、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年初预算为 40.50 万元，支出决算为 40.50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677.72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637.72 万元，占基本支出 94.10%，主

要包括：基本工资 208.22 万元、津贴补贴 73.70 万元、奖

金 13.20 万元、绩效工资 145.7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 54.90 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29.70 万元、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1.40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16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5.51 万元、住房公积金 40.50 万

元、医疗费 0.40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32 万元。

（二）公用经费 40 万元，占基本支出 5.90%主要包括：

办公费 7.42、印刷费 0.45 万元、咨询费 0.20 万元、手续费

3.97 万元、水费 0.98 万元、电费 2.22 万元、邮电费 0.12

万元、物业管理费 0.48 万元、差旅费 3.66 万元、维修（护）

费 0.55 万元、公务接待费 0.37 万元、劳务费 0.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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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经费 10.16 万元、其他交通费 4.84 万元、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3.82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0.37 万元，支

出决算 0.3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境）预算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境）预算安排。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预算

安排。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接待预算 0.37 万元，

支出决算 0.3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并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其中：

外宾接待支出 0 元。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37 万元。主要是各单位与国内相

关单位交流工作、接受有关部门工作检查指导，技术服务指

导等发生的接待支出。共接待国内来访团组 5 个，来宾 32

人次。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22—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培训费预算 9.38 万元，支

出决算 9.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会议费预算 39.01 万元，支

出决算 39.0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385.76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348.56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0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37.2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

额 385.76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

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385.76 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的 100%；货物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的

90.4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出的 0%；

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的 9.6%。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末，本单位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0 辆，

其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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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

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2021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

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本单位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建立了绩效管

制度体系，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及市财政局关于绩效开展的有

关要求进行绩效管理，以及市农业农村局印发的《安康市农

业财政专项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我单位能够认真贯彻中省

市预算绩效管理的政策要求和市委办、政府办关于全市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推进视频会的相关安排，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

特制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完善了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我单位

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权责结合”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制；明确了绩效管理职能，财务人员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职能

人员，受单位主要领导委托，负责预算的组织和实施。具有

下列职权：1.具体负责做好当年预算的编制工作；2.组织实

施已经由主管单位审议、批准的年度预算；3.对预算执行过

程实行全方位的控制、监督和会计核算;4.根据职能单位提

出的预算调整申请，形成预算调整报告，提请单位负责人同

意后，报主管单位审批；5.定期向单位主要领导汇报预算的

执行情况。6.各业务站根据单位下达的经费指标，制定本站

项目开支计划，并组织实施；7 专项经费由各归口业务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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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财务组织实施和管理。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1 年度单位

预算项目支出进行全面自评，涵盖项目 8 个，涉及预算资金

365 万元，占单位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组织开展 2021 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

价情况来看，我单位能够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市县联动、

共同实施、加强培训、提高治理、严格程序、确保资金效益。

（二）单位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在单位决算中反映 2021 年省级农业病虫害防控

救助资金项目等 8 个一级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1.2021 年省级农业病虫害防控救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

综述：全年预算数 50 万元，执行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现已采购小麦

条锈病自动化监测系统一台，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和

绿色防控 1 万余亩次，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 200

余人。通过项目的实施，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预警准确

率达 85%，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达

90%，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效果达到 85%以上，病虫危害损

失率控制在 5%以下，项目区群众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2.2021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病虫害防治专项资金项目

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45 万元，执行 45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现

已采购 45%毒死蜱、40%辛硫磷、5%甲维高氯氟、33.5%喹啉

铜、25%吡唑醚菌酯、30%噻虫嗪等农药。利用现有 80 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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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贪夜蛾监测点，开展诱捕器系统监测，建立 40 个高空测

报灯、虫情测报灯监测点，重点围绕小麦、油菜、马铃薯、

水稻、玉米等作物病虫害开展监测，及时上报监测数据，并

指导专业化防治组织和群众防治各类病虫草害面积 730.01

万亩次。通过项目的实施，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预警准

确率达 85%，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达 90%，防控效果达

到 85%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下，农药减量 1.6%，

项目区群众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3.2021 年中央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全年预算数 40 万元，执行 4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组织技术人员培训 70 人次，印发技术

资料 5 万份，组织开展各类施肥试验 5 个，到各项目示范县

实施检查督导及技术服务 10 次；将土样制备、处理、集中

送检，化验结果集中录入数据分析，已完成 80%，土样已送

西农大化验数据反馈后，即可开展数据录入工作；建立 1200

亩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示范点，已购买有机肥 100 吨；已完

成全市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6.1%；6.4 万亩示范点实现增收节支 768 万元，开展全市耕

地质量监测，建立耕地质量监测数据库完成 100%。耕地质量

等级比上年度提升，项目区农民满意度达 92%以上。

4.2021 年省级财政农业专项千亿级设施农业项目绩效

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60 万元，执行 6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已成功引进 37-94、雄狮和

136 辣椒、紫罐茄子、珍味 1 号和红萌圣女果、小白水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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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等 35 余个设施蔬菜新品种；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300

亩；示范推广增温补光技术 50 亩；示范推广生物农药 500

亩；集成示范推广设施蔬菜绿色高效生产综合配套技术 1000

亩；继续完善蔬菜产销信息系统，市县两级填报蔬菜生产信

息报表500余期。通过项目实施，项目区内农药用量减少20%，

水肥用量减少 30%；项目区蔬菜亩平均增产 300 公斤，增收

1500 元；辐射带动实施园区周围村庄就业率增长 10%；项目

区内产品全部达到无公害标准；项目区业务满意度达到 95%

以上。

5.茶叶新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

预算数 50 万元，执行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在汉滨区瀛湖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河县

五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平利县旭升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平利县南溪河茶业合作社开展茶叶新技术集成示范点 4

个，推广有机肥替代、茶园机械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统

防统治示范面积 1000 亩；技术培训 200 人。建立了绿色高

效标准化茶园示范基地，使茶企、茶农通过采用新技术，科

学种植实现了增加收益，提高山区农业生产水平，引导茶农

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科技化、标准化、规范化转变，较大幅

度提高我市茶叶高标准化基地建设管理水平，提高茶叶品质

和产量，增加项目实施基地区域茶农收入。

6.2021 年魔芋抗病生态栽培配套技术研究与集成项目

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50 万元，执行 50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安排落实魔芋病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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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试验点五个，面积 10 亩；大田示范验证点五个，面积

100 亩。防病效果达到 60-70%，亩增产 150 千克以上，亩增

收 1000 元以上，增幅 10%～15%。研究与集成的魔芋抗病生

态栽培配套技术，可有效减轻魔芋病害危害，提高魔芋种植

的稳产性和丰产性，增加芋农收入，助推乡村振兴，推动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能遏制农药无效投入，减少农药用量，

降低产品和耕地农残，既能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魔芋产

品；又能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发展。

7.2021 年省级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全年预算数 50 万元，执行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省级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例行监测点建

设 24 个，到示范县开展技术指导 20 次，组织召开技术培训

及现场会培训 70 人次，四个示范县建立示范点 800 亩，购

买有机肥 50 吨用于示范点建设；县区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 92.7%。有效地将污染耕地不安全利用率降到了 7.3%，

全市 100%防止农产品不安全事故出现。

8.省级果业发展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20

万元，执行 2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在平利和汉阴共 2 个县区，示范推广山地猕猴桃立体

生态栽培技术 100 亩，开展技术培训 200 余人次。通过项目

实施，园区高标准管理技术推广率达到 90%，栽培技术推广

率达 80%以上，有效提升猕猴桃品质到 80%以上，提高猕猴

桃管理水平到 80%，有机肥使用率提高到 80%以上，项目区

农民满意度达到 85%以上。



—28—

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2021 年省级农业病虫害防控救助资金项目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50.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建立小麦条锈病监测点，安装小麦条锈病自动化监测系统 1台，进

行系统监测，周查周报。有效开展绿色防控等新技术，推广示范面

积 1500 亩并进行防控效果评估；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

200 人；建立县区疫情监测点 80 个。

安装小麦条锈病自动化监测系统 1台，进行系统监测。开展农作

物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 200 人；建立县区疫情监测点 80 个；开展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 1500 亩。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防控处置率 90% 90%

农作物重大疫病监测预警准

确率
85% 85%

购置小麦条锈病自动化监测

设备
1台 1 台

建立县区疫情监测点 80 个 80个

主要作物绿色防控示范点 1500 亩 1500 亩

质量指标 防控效果 ≥80% ≥85%

时效指标 1 年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50 万元 5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病虫危害损失率 ＜5% ＜5%

社会效益指标 防止病虫大规模 100%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农药减量 1% 1.6%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建立以小麦条锈病、草地贪

夜蛾为主的病虫监测体系
长期预警 持续监测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85% 9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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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2021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病虫害防治专项资金项目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45.00 45.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采购农药；利用现有 80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开展诱捕器系统监测，

建立 40 个高空测报灯、虫情测报灯监测点，摸清草地贪夜蛾飞行路

线，研讨成虫沉降规律，有效开展绿色防控。全面普查，重点调查

集中连片区域的性诱监测点，及时发现草地贪夜蛾、螟虫危害，有

效控制病虫发生态势，不大面积爆发，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达

到 90%以上。

采购 45%毒死蜱、40%辛硫磷、5%甲维高氯氟、33.5%喹啉铜、25%

吡唑醚菌酯、30%噻虫嗪等农药；利用现有 80个草地贪夜蛾监测

点，开展诱捕器系统监测，建立 40 个高空测报灯、虫情测报灯监

测点，重点围绕小麦、油菜、马铃薯、水稻、玉米等作物病虫害

开展监测，及时上报监测数据，并指导专业化防治组织和群众防

治各类病虫草害面积 730.01 万亩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 90% 90%

宣传培训 150 人/次 150 人/次

建立草地贪夜蛾、螟虫高空、

虫情测报等监测点
40 个 40个

质量指标 防控效果 ≥80% ≥85%

时效指标 2021 年度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45 万元 45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病虫危害损失率 ＜5% ＜5%

社会效益指标 防止病虫大规模 100%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农药减量 1% 1.6%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建立以小麦条锈病、草地贪

夜蛾为主的病
长期预警 持续监测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85% 9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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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2021 年中央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40.00 40.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2021 年项目实施在全市九县一区组织建立 58个耕地质量检测点，

采集土样 640 个，开展各类施肥试验 61 个，建立耕地保护与质量提

升项目示范面积 6.4 万亩。组织项目实施技术人员集中培训暨现场

培训一次；印发技术资料 5万份；组织到九县一区开展项目实施检

查督导及技术服务 10 次；开展市级施肥试验 5个；将 640 个土样制

备、处理、集中送检；将 640 个土样化验结果集中录入数据分析；

在汉阴、旬阳、平利、紫阳、石泉、宁陕各建一个 200 亩耕地保护

与质量提升示范点，购买生物有机肥 100 吨，共计 12 万元；组织开

展全市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1.组织项目实施技术人员培训 70 人次，超过 50 人次培训的计划。

共计资金 5万元。2.完成印发技术资料 5万份，共计 5万元。

3.完成各类施肥试验 5个，共计施用 4万元。4.完成各项目示范

县实施检查督导及技术服务 10 次，共计 6万元。5.已将 2021 年

计划土样 640 个，开展土样制备、处理、集中送检，化验结果集

中录入数据分析，使用 3万元；土样已送西农大化验，化验数据

反馈后，即可开展数据录入工作，尚未施用计划 2万元。6.建立

1200 亩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示范点已购买有机肥 100 吨，共计施

用项目资金 13 万元。7.组织开展全市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全市已

完成初稿，正在审核中，计划 2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组织项目实施技术人员培训 50 人/次 70 人/次

印发技术资料 5万份 5万份

组织开展各类施肥试验 5个 5 个

项目实施检查督导及技术服
务

10 次 10次

将土样制备、处理、集中送
检，化验结果集中录入数据

分析
100% 100%

建立 1200亩耕地保护与质量
提升示范点；购买有机肥

100 吨 100 吨

组织开展全市耕地质量等级
评价

100% 70 人/次

质量指标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80% 96.1%

时效指标 2021 年度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40 万元 4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6.4 万亩示范点实现增收节

支
640 万元 768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全市耕地质量监测，建
立耕地质量监测数据库

100% 100%

生态效益指标 耕地质量等级 持平或提升 持平或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建立省级耕地质量监测网络 长期 持续监测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85% 9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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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2021 年省级财政农业专项千亿级设施农业项目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60.00 60.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引进蔬菜抗病新品种 30 个；2.引进示范推广自动水肥一体化

技术 300 亩；3.引进示范推广增温补光技术 50 亩；4.引进示范

推广生物农药技术 500 亩；5.健全市级蔬菜产销预警信息体系。

1.引进蔬菜抗病新品种 35个；2.引进示范推广自动水肥一体化技术

300 亩；3.引进示范推广增温补光技术 50 亩；4.引进示范推广生物

农药技术 500 亩；5.健全市级蔬菜产销预警信息体系。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引进新品种 30 个 35个

引进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

技术
300 亩 300 亩

引进示范推广增温补光技

术
50 亩 50亩

引进示范推广生物农药 500 亩 500 亩

质量指标
项目区内产品达到无公害

标准
100% 100%

时效指标 2021 年度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60 万 60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亩增产 300 公斤 300 公斤

亩增收 1500 元 1500 元

社会效益
指标

带动就业增长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药用量减少 20% 20%

项目区水肥用量减少 30% 3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健全市级蔬菜产销预警信

息体系
长期预警 长期预警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区业主满意度 ≥95% ≥95%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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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茶叶新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50.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优良茶树新品种引进、茶园机械化管理、水肥一体化、病虫草害

绿色防控等茶叶新技术集成示范；参加各类茶博会宣传推介活

动、开展技术培训等各项支出。

在汉滨、白河、紫阳、平利等县区建立新技术集成与示范推

广示范 300 亩，组织茶企参加各类茶博会宣传推介安康富硒

茶，组织技术人员参加省市各类生产管理技术培训。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建立茶叶新技术集成与推

广示范；
3个 4个

病虫害绿色防控统防统治

示范；
200 亩 1000 亩

技术培训。 50 人 200 人

质量指标

茶园病虫害防控效果 ≥95% ≥95%

产品合格率 100% 100%

培训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2021 年度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50 万元 50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亩增产 亩增产 10% 亩增产 10%

亩增收 亩增收 10% 亩增收 10%

社会效益指标
新技术推广示范带动农户

数
100 户 100 户

生态效益指标 示范区绿色防控 ≥80% ≥8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 2年 2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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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魔芋抗病生态栽培配套技术研究与集成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50.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筛选种芋处理、土壤消毒和大田防治有效药剂，研究微生物制剂

处理土壤，改善土壤环境，降低病原菌数量，扰乱病原细菌的群

体感应，筛选出有效微生物制剂；开展寡糖与噻霉酮混合处理种

芋，苗期使用寡糖及 S－诱抗素提高魔芋抗病性研究。对试验研

究成果及各项技术指标进行总结分析，筛选出防治病害、提高单

产效果较好的各项技术，整合集成待验证的魔芋抗病生态栽培配

套技术，在大田示范验证，修改完善后在全市推广应用。亩增产

10%～15%，防病效果达到 60-70%。

在汉滨、岚皋、镇坪、宁陕、旬阳等魔芋主产县区及恒口示范

区，安排落实魔芋病害防治田间试验点五个，面积 10 亩；大田

示范验证点五个，面积 100 亩。筛选出有效防治药剂和防治方

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魔芋病虫害防治田间试验

点

5个 5 个

大田示范验证点 5个 5 个

质量指标 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2021 年度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50 万元 5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亩增产 150 千克 ≥150 千克

亩增收 1000 元 ≥1000 元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魔芋种植的稳产性和

丰产性
长期 达到

生态效益指标
配方施肥、绿色防控普及

率
≥95% ≥95%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魔芋抗病生态配套栽培技

术不断优化
长期 不断优化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园区示范点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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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2021 年省级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50.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2021 年项目实施在 4 县区 24 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点（白

河县、汉滨区、石泉县按 2020 年点位监测，旬阳县 6 个点位自

行确定并报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备案）检测工作，开展土壤与农

产品协同监测。2对全市 10 县区中轻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重

度污染耕地严格管控措施开展技术指导，要求技术团队本年度深

入到每个县区受不少于 2次，组织全市农业技术人员开展耕地土

壤污染防治集中技术培训暨现场培训会 1次。在汉滨、岚皋、白

河、镇坪各建一个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修复）示范点。购

买有机肥 50 吨，在全市开展中轻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示

范工作。

2021 年项目实施已完成在 4 县区 24 个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测

点检测工作，并开展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安康市农技推广

中心对全市 10 县区中轻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重度污染耕

地严格管控措施开展技术指导 20次，组织全市农业技术人员开

展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集中技术培训暨现场培训会 70人次。在汉

滨、岚皋、白河、镇坪各建一个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修

复）示范点。购买有机肥 50 吨，在全市开展中轻度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治理示范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

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省级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

例行监测点建设
24 个 24个

到示范县开展技术指导 20 次 20次

组织召开技术培训及现场

会
40 人/次 70 人/次

到示范县建立示范点 800 亩 800 亩

购买有机肥 50 吨 50吨

质量指标 县区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2% 92.7%

时效指标 2021 年度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50 万元 50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降低污染耕地不安全

利用率
＜8% 7.3%

社会效益指标
防止农产品不安全事故出

现
100% 100%

生态效益指标
总结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技术模式
≥2项 2 项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建立省级耕地土壤环境监

测网络，开展土壤与农产

品协同监测

长期预警 持续开展预警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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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果业专项资金

市级主管单位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0.00 20.00 1.0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推广集成园地选择、水肥一体、病虫害绿色防控、生物有机肥、

生物农药、整形修剪等山地猕猴桃立体生态栽培技术，示范推广

100 亩。

推广集成园地选择、水肥一体、病虫害绿色防控、生物有机肥、

生物农药、整形修剪等山地猕猴桃立体生态栽培技术，示范推

广 100 亩。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

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园区高标准管理

技术推广率
90% 90%

宣传培训 200 人次 200 人次

推广县区 2个 2 个

质量指标 猕猴桃栽培技术推广率 ≥80% ≥80%

时效指标 2021 年度 12 个月 12 个月

成本指标 中省财政资金 20 万元 20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提高猕猴桃品质 ≥80% ≥8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猕猴桃管理水平 80% 80%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有机肥使用率 ≥80% ≥8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推广猕猴桃高效栽培管理

技术，提升果实品质。
长期提高 长期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85% ≥85%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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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95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全年预算数 1320.04 万元，执

行数 1168.61 万元，完成预算的 89%。本年度本单位总体运

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1.总体运行情况：（1）预算完成率。2021 年我单位调

整预算收入共计 1320.04 万元，实际支出 1168.61 万元，预

算完成率 89%。主要是年中有中省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具有

不确定性。（2）预算调整率。2021 年我单位年初预算收入

558.41 万元，年末调整预算收入 1320.04 万元。调整的部分

主要是中省转移支付安排的项目资金和上年结转结余，这部

分收支年初无法预计，具有不确定性。（3）执行进度率。

2021 年前三季度执行进度≥75%。（4）预算编制准确率。单

位预算中除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收入预算与决算差异率较

大。其他收入主要是相关业务单位拨款，不属于经常性收入，

年初无法预算。

2.取得的成绩。我中心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总体目标，按照“抓推广、重示范、优服务、

促成效”的工作思路，健全推广机制，创新服务方式，优化

服务举措，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用、试验、示范、推

广中持续发力。一是粮油生产稳步推进。大力推广以优质良

种、培育壮苗、轻简化栽培为核心的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确

保粮油稳产增收。全市完成粮食生产面积 336.5 万亩、产量

77.6 万吨；油菜面积 84.5 万亩、产量 11.4 万吨。二是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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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显著。认真贯彻落实全市“1+10+N”蔬菜保供基地

建设方案，按照“做优设施菜、做强高山菜、做精露地菜”

的思路，优化种植结构，推广配套集成技术，提高蔬菜产量

和效益，全力加强蔬菜生产保供。今年全市共投资建设蔬菜

保供基地 39 个，有力地保障了全市蔬菜供给。三是茶叶推

广成效明显。今年新建茶园 2.5 万亩、改造茶园 8.2 万亩，

茶园总面积达 109.6 万亩，产量 4.72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

长 8%。四是魔芋产业逐步壮大。抓好示范点建设。持续抓好

关山、蒋家关等一批魔芋示范点建设，培育种芋示范园和魔

芋基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有序推进。五是有效开展化肥

减量增效工作。大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建立配方

肥推广示范点和有机肥施用示范点，全年化肥减量及耕地质

量提升任务圆满完成。今年全市已采集土样 674 个，采集植

株样 206 个，建立化肥减量示范区 60 个，建设面积 6.4849

万亩，遴选化肥减量增效示范主体 127 个，共计开展农作物

肥料利用率试验 30 个；推广配方肥施用量（折纯）3.6061

万吨，推广施用面积 218.56 万亩；推广有机肥施用量 74.32

万吨，推广施用面积 213 万亩，替代化肥使用量 13710 吨（折

纯）；推广新型肥料施用面积 11.88 万亩，水稻侧深施肥面

积 4.45 万亩，玉米种肥同播面积 52.37 万亩，小麦一次性

施肥 6.4 万亩，其他作物机械化施肥面积 0.23 万亩，绿肥

种植面积 1.374 万亩。全市项目示范区配方肥到位率达

96.1%，示范区化肥减量 5.11%，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0.18%。

六是强化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重点围绕小麦“一喷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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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菌核病、马铃薯晚疫病、水稻病虫害防治开展预测预报，

指导专业化防治组织和群众及时开展防治，有效减轻了病虫

害造成的损失。全市安装高空虫情测报灯 30 台，虫情测报

灯 25 台，发放性诱捕器 2000 套，建立监测点 120 个，采购

安装小麦条锈病自动化监测系统一套。目前正常开展监测的

草地贪夜蛾性诱捕器 842 个，自动虫情测报灯 24 台，高空

虫情测报灯 17 台，发布病虫情报 115 期，准确预测了全市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为大田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重点开展病虫绿色防控。大力推广集成绿色防控技术，开展

专业化统防统治。2021年全市各类病虫草害发生面积 629.22

万亩次，防治面积 730.01 万亩次，保产粮油 7.79 万吨；扎

实开展植物检疫防控。全年检疫粮、油、菜等种子 70 批次

21000 公斤，确保了农业用种安全，防范了检疫性有害生物

的传入。七是一村一品有序开展。果业工作持续推进，2021

年水果总产量 23.96 万吨，较上年增长 7.15%。在加强全市

果业技术指导的基础上，开展果业发展现状调研，形成调研

报告上报市局；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千名水果网红培训，培

训水果网红 200 余名，并获得优秀组织奖；按时统计上报全

市果园春季管理物资储备情况、果品贮藏情况、果品销售情

况，为下一步果业发展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我中心在本次开展的预算绩效自评

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和成绩，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如各

科站绩效评价重视程度不够高，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合

理，无法核定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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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严格预算约束，提高预算执行率

和预算准确度。严格控制各项支出，督促相关科站加快项目

支出进度，加强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时效性。二是强化绩效

管理。加强项目计划和资金预算编制、审核、执行等环节的

全过程管理，督促各科站准确把握绩效管理工作的新任务和

新要求，做好绩效目标设定、绩效实时跟进、过程监控、结

果运用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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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位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 2021 年度未开展单位重点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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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