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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本级）整体

绩效自评结果（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单位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经过评价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分 95 分，评价

等级为“优秀”。

评分结果：

评价准则 准则分值 评价得分 评价等级 评价概述

投入 20 分 19 分 优秀 规范合理

过程 30 分 28 分 优秀 管理有效

产出 25 分 24 分 优秀 产出达标

效果 25 分 24 分 优秀 效益持续

综合绩效 100 分 95 分 优秀 优秀

（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 年市农业农村局预算申报总额 8886.59 万元，预算调整数为

9433.87 万元，决算收入为 9433.87 万元，决算支出为 9433.87 万元，预算执

行率为 100.00%；决算支出与年初预算比预算执行率为 106.16%。

2、完成的绩效目标：

（1）打造农产品高质量供给体系，按照 1500 万人口规模，组织农业生

产、供给，确保市民菜篮子、果盘子、肉案子、米袋子稳定，不发生物价较

大波动。

完成情况：完成。一是完成“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和蔬菜生产保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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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市蔬菜种植 248.98 万亩，比省下任务 240 万亩超出 8.98 万亩，蔬

菜总产 751.36 万吨，因灾比上年持平略减，尤其是疫情武汉封城 76 天，我

市蔬菜主要依靠本市生产供应，蔬菜生产自给能力经受住了疫情大考。二是

完成省政府下达的粮食生产播种面积 216 万亩、总产量 17.72 亿斤目标任务。

经国家统计部门核定，2020 年我市粮食面积 216 万亩、总产 89.6 万吨（17.92

亿斤），超额完成省下目标。在全省 17 个市州中，只有包括我市在内的 5 个

市州全面完成粮食面积、产量任务。三是新建猕猴桃基地 4752 亩，实施果园、

茶园改造升级近千亩，主要实施地点在贫困地区，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四

是全市生猪存栏预计 121.24 万头；五是新增名特水产苗种繁育量 2亿多尾；

六是新增“二品一标”农产品 61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达到 99.90%

以上；七是保证了农产品供应量足价稳，未发生较大物价波动。

（2）新建高标准农田 11.28 万亩。

完成情况：完成年度目标。全市共立项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4个，

总建设面积 11.28 万亩，总投资规模 22866.30 万元，目标完成率 100%。

（3）全年生猪存栏数确保完成 104.69 万头。

完成情况：完成。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市生猪存栏 121.24 万头（省

级下达目标 104.69 万头）。

（4）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涉农电商交易额突破 2000 亿元。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涉农电商交易额2019.08亿元，完成目标的100.90%。

（5）深化“三乡工程”拓面提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

流动，新增“三乡工程”行政村 540 个，发展共享农庄 2000 户。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新增“三乡工程”行政村 540 个、发展共享农庄

2130 户，分别完成目标计划的 100%、106.50%。

（6）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建设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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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完成情况：完成。一是新增“二品一标”农产品 61个，其中绿色食品 56

个，有机食品 1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4 个；二是继续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

争取了 2020 年奖补资金 1.2 亿元。其中 1亿元奖补资金分配方案经报局办公

会审议通过，并联合市财政局报市政府同意，已对江夏、新洲区下达奖补资

金，另市级追加 2000 万元对东西湖区项目奖补；三是起草了《关于加快发展

精致农业深入推进农业品牌创建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加快推进品牌

强农的步伐；四是我市共有 3 个新城区获批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区）”，

2个新城区获批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区）”（以下简称“农安区”）。

（7）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完成情况：完成。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生鲜农产品直供社区，创

新流通模式做好抗疫保供，疫情期间首创社区电商模式，解决了新型经营主

体“卖难问题”和市民“买难问题”。

（8）发展乡村民宿、康养基地等新业态。

完成情况：完成。一是出台政策对开展民宿康养乡村休闲游等经营进行

扶持对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乡村民宿给予 4000 元、5000 元、6000 元/床

位的奖补。二是加大宣传力度，采取抖音、微信公众号、印制乡村游手册免

费向社会发放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对民宿康养等经营主体矩阵

式宣传，引导大量市民体验，进一步激活乡村活力。

（9）创建都市田园综合体 4个。

完成情况：全市 4 个田园综合体稳步推进，累计实施项目 150 个，其中，

产业项目 55个、基础设施项目 48个、村庄项目 26个，其他项目 21个。

（10）接待游客 310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0 亿元。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全年乡村休闲游旅游接待人数 4108.8 万人次，综

合收入达到 125.68 亿元，分别完成年度目标的 132.54%和 1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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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承农耕文明，打造农耕文化特色村 6个。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打造农耕文化特色村 10个，完成计划的 166.70%。

（12）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完成情况：完成年度目标。一是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印发了《市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武农组发〔2020〕1 号），指导各相关区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

包的具体办法，确保政策衔接、平稳过渡。二是指导各相关区按时完成 2018、

2019 年度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并组织第三方对新洲区、黄陂区、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五个重点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工作进行评估。

（13）改善农村供电、信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

完成情况：完成。一是农村通电有序推进，完成新建改造配变 525 台，

容量 136650 千伏安，完成农村地区存在用电隐患的树障清理 1600 余处，鸟

巢 230 处。目前武汉公司通过用户用电采集系统的实时监控率总体保持在 95%

以上。二是对农村通网查漏补缺，督促电信运营商加快农村区域 4G网络补盲

建设，农村地区所有自然村和公路沿线已实现 4G网络全覆盖。三是稳步推进

冷链物流工作，山绿集团 5#库项目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

（14）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完成情况：完成年度目标。培育“六有”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各 70家、111

家，新增省级、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分别 8 家、60 家，新增市级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分别 27 家。并组织各相关区认真开展新型经营主体监测工作，递补 16

家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15）鼓励企业家、农业科技人员、大学毕业生等到农村创新创业。

完成情况：完成年度目标。一是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2020 年

共有 234 名考生入校学习，覆盖 191 个贫困村；二是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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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织我市基层农技人员参加全省知识更新培训和浙江大学举行的知识更

新培训；三是举办了第三届武汉市农业创新创业大赛，激励激发高学历农业

人才在武汉创新创业。

（16）持续推进“武汉.中国种都”建设，争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

新中心，全年实现种子出口 1500 吨、创汇 500 万美元。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2020 年 6 月 1 日，我市成功获批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国第 5 个也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科技科创中心。全市实现种子出口 2568 吨和创汇 795.96 万美元，分别完成

年度目标的 171.20%、159.20%。

（17）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强化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行政村垃圾分

类覆盖率达 85%。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一是研究出台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制定

了美丽乡村建设奖补标准与资金管理办法，推动全市美丽乡村建设提速升级。

二是进一步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机制，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 1775

个，占比 97%，涉及农户 65万余户。

（18）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工作，各新城区农村户用厕所无害

化改造率达到 90%以上。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召开全市推进“四三行动计划”工作会、开展农

村厕改技术培训视频会、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攻坚推进会等会议。组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督办检查及三年行动成效评估验收工作，完成省级对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成效验收工作，各新城区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率达到

95.60%。

（19）做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完成情况：超额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 38961.18 亩（按照国家、

省下达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 31110 亩、利用率 90%的目标），完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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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标的 125.23%。

疫情期间市农业农村局有效破解保供难题。落实包区督导防控全面助力

复工复产。受到各大媒体宣传报道和有关领导肯定。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 整体绩效目标还不够细化，绩效目标的可量化程度还不够高。对事

前的分析论证、事中的跟踪调查不够及时，相应的考评机制尚未建立。有的

指标未及时更新，部分指标缺乏客观依据，指标体系覆盖不够全面；

2、绩效管理基础信息工作有待加强，绩效核算有待改进。过程管理不

到位，项目管理在会议记录、工作记录、报告信息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依据

不充分现象。基础信息管理不到位，会计核算与预算绩效核算未能有机结合，

基础核算信息衔接性不足。预算绩效情报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3、 项目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职责和管理内容还不够明确。部分项目

绩效申报与自评结果缺乏对应性，项目支出绩效执行监控反馈不够及时；

4、资产管理、财务管理还需进一步完善。部分项目子项支出预算执行率

存在差异或调剂预算，预算的针对性和开支控制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如：政

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1306.53万元，实际完成798.31万元，为预算数的61.1%。

存在前瞻性不足，预算调整不及时的现象。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提升绩效跟踪功能，加强绩效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建立绩效管

理信息系统，运用大数据进行绩效管理；

2、加强预算绩效目标建设管理，逐步建立和完善项目支出绩效考评机

制，规范基础信息工作管理，提升绩效评价结果利用价值；

3、根据实际情况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全面推进内部控制建设，进一步

细化，补充、完善部分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和管理内容，改变以注重结果的

管理方式为过程、结果及效益并重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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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做好预算安排与业务工作的统筹结合，增强预算科学性、准

确性和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加强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绩效目标实施

情况的监督和控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