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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为全市农业技术推广提供技术服务。开展农作物栽培、植物保护、种子种

苗、土壤肥料等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工作，组织全市农

作物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项目建设等。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单位构成看，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部门决算只含本单位决算。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编制人数 51人，在职实有人数 50人，为公益一

类事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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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21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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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支总计 1，879.76 万元。与 2020 年度相比，收、支总计各

减少 201.36 万元，下降 9.6%，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转移支付项目经费减少了。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入合计 1，879.7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879.76 万

元，占本年收入 100.0%。

图 2：收入决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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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支出合计 1，879.7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11.11 万元，占

本年支出 80.4%；项目支出 368.65 万元，占本年支出 19.6%。

图 3：支出决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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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总计 1，879.76 万元。与 2020 年度相比，财政

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201.36 万元，下降 9.6%。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基本

支出增加 20.49 万元，项目支出减少 221.85 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就业支出减

少 71.38 万元，减少 22.6%，卫生健康支出增加了 46.33 万元，增长 59.2%，

事业运行增加41.18万元，增长4.3%，项目支出减少了221.85万元，减少37.5%，

住房保障就业支出增加了 4.35 万元，增长 2.9%。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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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879.76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0 %。与

2020 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201.36 万元，下降 9.6 %。主要原因主要

原因是在职人员比2020年增加了6人，基本支出增加20.49万元，增长了1.4%；

项目支出减少 221.85 万元，减少了 37.6%，主要是转移支付项目减少了。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879.76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

就业（类）支出 244.16 万元，占 13.0 %；卫生健康（类）支出 124.55 万元，

占 6.6%；农林水（类）支出 1，359.04 万元，占 72.3%；住房保障（类）支出

152.01 万元，占 8.1%。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796.17 万元，支出决

算为 1，879.7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4.7%。其中：基本支出 1，511.11 万

元，项目支出 368.65 万元。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农林水（类）支出 368.65 万元，

其中农技推广与耕地质量监测 68.15 万元，主要成效：一是蔬菜“三新”技术

推广年初目标 10万亩，年底实际完成 11.5 万亩，农作物“三新”技术推广年

初目标 20万亩，实际完成 22.5 万亩，耕地质量等级评估报告年初目标 7份，

实际完成 8 份；二是种子南鉴及新品种展示 70 万元，主要成效：种子新品种

展示年初目标 35 个，实际完成 45 个；三是蔬菜病虫害防治 15.5 万元，发布

病虫情报年初目标 12期，实际完成 13期；四是草地贪夜蛾防治 200 万元，草

地贪夜蛾防治预报准确率年初目标 90.0%以上，实际完成 95.0%以上；五是农

业行业业务管理 5万元，开展杂交水稻种植鉴定，推进种子高质量发展；六是

农业防灾救灾 10万元，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及防灾减灾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9

期。决算支出分类如下：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239.42 万元，支出决算为 2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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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0%，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追

加退休人员死亡抚恤金 4.74 万元。

2.卫生健康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24.55 万元，支出决算为 124.55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

3、农林水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280.19 万元，支出决算为 1，359.0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6.2%，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 78.85 万元的主要

原因：一是基本支出工资福利调资增资追加 41.98 万元；二是项目资金增资 85

万元:追加新品种展示及种子南鉴项目 70 万元，追加农业生产防灾救灾 10 万

元，追加农业行业业务管理 5万元。同时压减指标 47.95 万元：公用经费压减

4.1 万元；科技转化与耕地质量监测压减 8.85 万元；科技推广（往来可用）压

减 35万元。

4、住房保障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52.01 万元，支出决算为 152.0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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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11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1，345.3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

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抚恤金、

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 165.7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

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只包括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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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为 22.7 万元，支出决算为 5.9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6.3%。2021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与 2020 年度决算

数相比减少 6.01 万元，下降 50.2%，主要原因：一是疫情影响了科技推广和病

虫防治下乡，二是上年汽油卡结余转到 2021 年使用。

2021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情况，其中：

1.2021 年度因公出国（境）费年初预算为 0万元，决算为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年初预算 18.86 万元，其中：

车辆购置费预算为 0万元，决算为 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为 18.86 万元，决算为 5.9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1.6%，比年初预算减少 12.9 万元，主要原因是紧持厉行节约原则，减少了车

辆维修和燃油费。其中：维修费 4.59 万元；过桥过路费 0.3 万元；保险费 1.07

万元。

本单位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务用车保有量 4 车，开支的财政拨款

公务用车保有量 4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 2.7 万元，决算为 0万元。主要原因是贯彻过

紧日子，尽量压减各项支出的原则，本年无公务接待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度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无此项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21 年度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无此项支出。

十、事业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度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事业运行经费支出 165.78 万元，比

2020 年度增加 6.64 万元，增长 4.0%。主要原因是在职增加了 6 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1 年度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17.54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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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95.98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1.56 万元。授予中小企

业合同金额 217.54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0%，其中：授予小微企

业合同金额 217.54 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 100.0%；货物采购授予

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金额的 100.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占服务支出金额的 100.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共有车辆 4 辆，为其

他用车 4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公务用车。其他公务用车的用途主要是：农作物

（蔬菜）科技推广服务下乡；植物保护病虫害防治及草地贪夜蛾控制指导下乡；

耕地质量监测配方施肥科技服务下乡；种子展示（南鉴）专业业务科技下乡等。

无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组织对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3 个，资金 283.6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

目支出总额的 76.9%。从绩效评价情况来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坚持过紧日子

的精神，按“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要求，本单位绩效评价范围包含了

全部预算收支资金。

(二)单位整体支出自评结果

我单位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资金 1，879.76 万元，评价情况来看，绩

效评价等级为“达成预期指标”。其中：预算执行得分 20分，得分率 20.0%；

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得分 80 分，得分率 80.0%。市财政局 2021 年下达武汉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预算资金 1，879.7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11.11 万元，项

目支出 368.65 万元，预算资金执行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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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整体绩效自评结果

单位名称 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基本支出总额 1，511.11（万元） 项目支出总额 368.65（万元）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部门整体

支出总额
1，879.76 1，879.76 100.0% 20

年度目标：（80

分）

1、创新目标：创建化肥农药减量化核心示范区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2、职能

职责目标：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发布农作物生产指导意见；主要农作物专

业化统防统治；积极推广农作物“三新”技术；水稻新品种展示；杂交水稻纯

度海南种植鉴定；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完成评估报告；3、共性目标：深入开

展“六项治理”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

年度

绩效

指标

（80

分）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

标

化肥农药

减量化

创建化肥农药减量化核心

示范区/面积/减少核心示

范区内化肥化学农药当年

使用量减少比率（个/亩/%）

6/10，000

/20.0%

6/10，000

/20.0%
5

病虫防治
发布农作物病虫情报期 12 期 13 期 5

农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 43.5% 44.0% 5

新品展示 水稻新品种展示 35（个） 45（个） 5

农技推广

及耕地质

量监测

积极推广农作物“三新”技

术，积极扶贫工作
30 万亩 32 万亩 5

农作物生产指导意见 6 期 8期 5

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完

成评估报告
7 份 8份 5

人员公用

事业运转
开展“六项治理”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 5

效益指

标

化肥农药

减量化

化肥农药减量化技术推广辐
射带动

应用 2 项以上

综合技术
5 5

病虫防治 有效控制农作物（蔬菜）病 损失率控制在 损失率控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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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发生态势 8.0%以内 在 8.0%以内

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节支亩增效
≥200 元 ≥200 元 5

新品种展

示推广
杂交水稻纯度鉴定 700 个 973 个 5

农技推广

及耕地质

量监测

蔬菜“三新”技术推广 1300 亩 1387 亩 5

粮食油菜作物核心示范区
年均亩平节本增效

≥200 元 ≥200 元 5

绿色种植 施用有机肥 施用有机肥 5

人员公用

事业运转
保证全年工作正常运转 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示范区服务对象满意度 ≥85.0% ≥85.0% 5

总分 100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已完全年预定成绩效目标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继续抓好大田粮油作物和蔬菜“三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继续开展农业技

术推广培训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继续开展科学防灾减灾服务；继续开展测土

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工作；继续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评价。2、继续开展种子

新品种展示推广和杂交水稻种子南鉴工作。3、继续开展病虫测报和防治工作。

(三)项目支出自评结果

我单位在 2021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不包括涉密

项目），共涉及 2个一级项目。

1.农技推广与耕地质量监测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执行率情况：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68.15 万元，执行数为 68.15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0%。

建设内容：一是蔬菜“三新”技术推广 11.5 万亩；二是大田作物“三新”

技术推广粮食和油菜 22.5 万亩；三是耕地质量等级评估报告完成 8 份。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三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技术人员力量还需加强；

二是要加强田间技术指导，通过举办田间示范样板建立对比试验，推广成熟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积极推广蔬菜“三新”技术，助力“菜篮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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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档升级；二是全力开展油菜秋冬轮作示范，遵循“宜粮则粮，宜种则种”的

原则，推进大田作物“三新”技术推广；三是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围绕化肥减

量化，大力推广油菜和紫云英为主的绿肥种植技术、商品有机肥替代化肥施肥

技术、秸秆腐熟还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

2021 年度农技推广服务及耕地质量监测项目自评结果

项目名称 农技推广服务及耕地质量监测

主管部门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68.15 68.15 10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蔬菜“三新”技术推广 10 万亩 11.5 万亩 10

粮作和油菜示范推广 20 万亩 25.5 万亩 10

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报告 7份 8份 1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指标

蔬菜“三新”技术亩平节本
增收

1000 元 1500 元 10

粮食作物“三新”技术核心
示范区亩平节本增效

200 元 200 元 10

油菜“三新”技术示范区推广
亩平节本增效

200 元 200 元 10

种子新品种适应性
加快新品种

更新
提高良种覆

盖率
1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示范区服务对象满意度 ≥85.0% ≥85.0% 10

总分 100

偏差大或 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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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继续抓好大田粮油作物和蔬菜“三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

2、继续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

3、继续开展科学防灾减灾服务。

4、继续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工作。

5、继续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2.农作物（蔬菜）病虫防治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执行率情况：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5.5 万元，执行数为 15.5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0%。

建设内容：一是蔬菜病虫测报准确率达 85.0%以上；二是补助重点发生区

域病虫防控处置率 90.0%以上；三是应用病虫防治技术 2项。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农作物（蔬菜）病虫测报人员较少，技术力量严

重不足；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农作物（蔬菜）病虫绿色防控，减少化学农药对环

境的影响。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持续开展农作物（蔬菜）病虫测报工作，及时发布

病虫情报；二是加强对基层农作物（蔬菜）病虫测报员的培训指导，提升全市

农作物（蔬菜）病虫测报能力；三是持续推进农作物（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

措施，加大技术指导力度。

2021 年度蔬菜病虫害防治项目自评结果

项目名称 蔬菜病虫害防治

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实施单位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15.5 15.5 1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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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 ≥90.0% 100.0% 8

病虫害测报准确率 ≥85.0% 90.0% 8

项目区技术指导数量
50 人次以

上
60 8

质量指标 补助区域防控效果 ≥80.0% 85.0% 8

时效指标 及时发布病虫情报 12 期 13 期 8

成本指标 项目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2 次 2 次 8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有效控制蔬菜病虫害发生态势

损失率控

制在 8.0%

以内

0.14% 8

社会效益

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无 8

生态效益

指标
应用 2 项及以上综合技术 2 项 2 项 8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建立监测点不低于 3个 3 个 3 个 8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农户、农业企业 85.0%以上 90.0%

总分 100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经自查，目标任务均已完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一是持续开展蔬菜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及时发布病虫情报。二是加强对基层

测报员的培训指导，提升全市蔬菜病虫测报能力。三是持续推进蔬菜病虫害绿

色防控措施，加大技术指导力度。

3.草地贪夜蛾防控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执行率情况：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00 万元，执行数为 200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0%。

建设内容：一是草地贪夜蛾预报准确率 90.0%以上；二是草地贪夜蛾危害

损失率控制在 10.0%以内。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专项经费使用程序复杂，防控物资到位较迟；二

是草地贪夜蛾防控时间偏迟，各地多采用化学防治措施，很容易导致草地贪夜

蛾抗药性增强，增加了今后的防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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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做好草地贪夜蛾虫情监测，确保防控工作有的放矢；

二是积极争取领导重视支持，确保防控经费落实到位；三是加强督导，促进各

地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2021 年度草地贪夜蛾防控项目自评结果

项目名称 草地贪夜蛾防控

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实施单位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200 200 100.0% 20

年度

绩效

目标

（80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草地贪夜蛾危害损失率
控制在 10.0%

以内
1.1% 10

质量指标 草地贪夜蛾预报准确率 90.0%以上 95.0% 1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当年完成 当年完成 1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公益事业

辐射带动效

益

防控草地贪

夜蛾2.23万

亩次

10

社会效益

指标

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维护公

共卫生安全

控制在标准

内

减轻农户的

损失
10

环境效益

指标
减少化学农药污染环境

控制在标准

内

减少化学农

药用量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农作物主要病虫害损失 持续降低 持续降低 10

满意

度指

标

社会公众

或服务

对象满意

度指标

农户、农业企业 85.0%以上 9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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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00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经自查，目标任务均已完成。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一是做好草地贪夜蛾虫情监测，确保防控工作有的放矢；二是积极争取领导重

视支持，确保防控经费落实到位；三是加强督导，促进各地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一是建立绩效评价与项目预算相结合的结果运用机制，采取项目预期绩效

目标申报制度；

二是绩效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实现绩效评价与部门

预算的有机结合，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

三是部门（单位）绩效评价结果加强了项目规划和绩效目标管理，与内部

控制相结合完善了项目分配管理，使用预算安排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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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21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新增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核心示范面积 1.11 万亩。2021 年全市 6

个示范区新建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核心示范点 52个，新增面积 1.11 万亩，

辐射带动面积 10万亩，覆盖稻、藕、瓜、果、菜、茶等 20余种作物，核心示

范区化肥比常规减施 35.9 %，化学农药比常规减施 42.7%。

二、推广农作物（蔬菜）“三新”技术面积 37 万亩。全年农作物（蔬菜）

示范主推品种 62个，主推技术 40项，主推高效模式 25种，推广面积 37万亩，

其中粮食作物 25.5 万亩，蔬菜 11.5 万亩。

三、发布农业病虫情报和气象灾害防控指导服务 22 期次。以“两夏”、 草

地贪夜蛾及水稻病虫监测预报工作为重点，通过武汉农业信息网等多种媒体及

时发布病虫情报 13期。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及防灾减灾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9

期。

四、推广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技术覆盖率 44.0%以上。全市绿色防控

面积达到 169.7 万亩，绿色防控覆盖率 44.2%；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232.24 万亩，统防统治覆盖率 44.0%。

五、多措并举推进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征集遴选 19 家种子企业自

主研发的水稻新品种 61 个开展展示、品鉴和交流，评选、宣传、推广华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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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美扬占等十大＂江城优米＂。二是开展水稻、油菜、玉米、大豆转基因检

测，抽检样品 572 个，代表作物种植面积 901.8 亩，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三是

开展杂交水稻纯度海南种植鉴定，共鉴定全市 23家种子企业送检样品 973 个，

杜绝 40 万斤不合格水稻种子上市流通。

序号 重要事项 工作内容及目标 完成情况

1
创建“两减”示

范片

创建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核心示范区 6

个，面积 1 万亩，化肥化学农药减量比率

20.0%

实际完成 6 个 1.1

万亩减量 35.0%以

上

2
农作物（蔬菜）

“三新”技术
推广农作物（蔬菜）“三新”技术 30 万亩 实际推广 37 万亩

3 发布病虫情报数 发布农作物病虫情报期数 12 期 实际发布 13 期

4
绿色防控和统防

统治
推广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技术覆盖率 43.0%

实际完成 44.0%以

上

5
推进种子产业高

质量发展
种子新品种展示 35 个，种子南鉴 700 份

实际展示新品种61

个，种子南鉴 97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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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付的资

金。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付

的资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

拨付的资金。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

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

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

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非财政拨款结

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

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养老（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



31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养老（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

职业年金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反映按规定用于烈

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以及丧葬补助费。

5.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

政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

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6.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反映用于农业事业单位

基本支出，事业单位设施、系统运行与资产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7.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反映用于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新品种、新农具、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及服

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技术试验示范支出。

8.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病虫害控制（项）：反映用于病虫鼠害及

疫情监测、预报、预防、控制、检疫、防疫所需的仪器、设施、药物、疫苗、

种苗、疫畜（禽、鱼、植物）防治、扑杀补偿及劳务补助、菌（毒）种保藏及

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检测等方面的支出。

9.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行业业务管理（项）：反映用于农业农村

政策研究、规划编制、评审评估、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基本业务管理工作的

支出。

10.农林水（类）农业农村（款）防灾救灾（项）：反映对农业生产因遭

受自然、生物灾害损失给予的补助，促进农业防灾增产措施补助，海滩救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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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因其他灾害导致农牧渔业生产者损失给予的补助。

11.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

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

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2.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提租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

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13.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购房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

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

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补贴。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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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

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

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

险费支出费用。

(十四)事业运行经费：指为保障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

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五)其他专用名词。

本单位无其他专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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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附件

2021 年度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绩效评价报告

一、2021 年度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自评结论

1.自评得分

经综合评价和分析 2021 年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整体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达成预期指标”。其中，预算执行得分 20分，得分

率 20.0%；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得分 80分，得分率 80.0%。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市财政局 2021 年下达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预算资金 1，879.76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1，511.11 万元，项目资金 368.65 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10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1 年新增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核心示范面积 1.11 万亩。全市已建“两

减”核心示范点 52 个，新增面积 1.11 万亩，覆盖 20 余种农作物。核心示范

区化肥比常规减施 35.9%，化学农药比常规减施 42.7%。

推广农作物“三新”技术面积 37万亩。全年主推品种 62个，主推技术 40

项，主推高效模式 25种，推广面积 37万亩。

发布农业病虫情报和气象灾害防控指导服务 22 期次。以“两夏”、草地

贪夜蛾、水稻病虫监测预报工作为重点，通过多媒体发布病虫情报 13 期，发

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及防灾减灾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9期。

推广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技术覆盖率 44.0%以上。全市绿色防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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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69.7 万亩，绿色防控覆盖率 44.2%，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面积达 232.24 万

亩，统防统治覆盖率 44.0%。

推进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征集遴选水稻新品种 61 个开展展示、品鉴和

交流，评选、宣传、推广华夏香丝、美扬占等十大“江城优米”；开展水稻、

油菜、玉米、大豆转基因检测；开展杂交水稻海南种植鉴定，送检 973 个样品。

深入开展“六项治理”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召开基层党组织民

主生活会和党史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制定 15 项整改措施；限时办理社区服

务项目 6 项；按照局党组关于《开展庸懒散慢乱浮现象集中治理的工作方案》

要求，成立领导小组，部署工作，深入自查整改。

3.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病虫防控形势严峻。随着我市农作物种植模式多样化，病虫害发生

规律愈加复杂，一些次要病虫逐渐上升为主要病虫，病虫害基数加大，草地贪

夜蛾等入侵性害虫的发生增加了病虫防控工作的压力。

（2）绿色防控推广仍需加强。由于绿色防控所使用的杀虫灯、生物农药

等生物技术见效慢，绿色防控技术培训推广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4.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以绿发展为宗旨，示范推广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技术。一是开展试

验示范掌握科学施肥数据；二是建立覆盖全市典型土壤类型和耕作制度的耕地

质量监测网络；三是使用商品有机肥替减化肥、秸秆还田技术、种养循环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绿肥种植技术、优化施肥方式、农药肥料新品种示范、病虫害

精准预报，先进施药器械应用、病虫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技术以及提高农

民用肥用药水平和技术等。

（2）以增收增效为目标，示范推广农作物“三新”技术。广泛服务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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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整合种业企业有关人才、技术、优良作物品种及良种繁育

基地资源，以科技扶贫技术培训、技术推广为抓手，广泛开展项目合作。

（3）以保障粮食安全为抓手，开展农业病虫害和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服务。

2021 年我单位与市气象服务试验站联合申报《湖北省蔬菜气象服务中心》获批，

开展线上线下指导、宣传和推广抗灾救灾技术。

（4）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推动中化集团 MAP 应用项目在武汉新城区落地。

参与油菜项目实施，与汉南恒大现代农业（武汉）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为

当季 2500 亩鲜食玉米提供全程解决方案。

（二）佐证资料

1.基本情况

（1）2021 年度资金支出情况和当年重点工作

本单位预算资金 1，879.76 万元，资金支出 1，879.76 万元。资金的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资金使用明细表

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蔬菜提质增

经费使用
金额

（万元）
用途 拨付方式 备注

基本支出

1，345.33 人员经费支出

按月支出

人员工资社保等

165.78 公用经费支出
保证业务工作正常

运转支出

项目支出

68.15
农技推广服务与耕地质量

监测
按进度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70 新品种展示与种子南鉴 按进度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5 农业行业业务管理 按进度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15.5 蔬菜病虫防治 按进度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200
草地贪夜蛾防治及农业生

产抗灾救灾
按进度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10 农业防灾救灾 按进度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合计 1，8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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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粮食稳产优产，根据《农业技术推广法》，我单位完成了 2021 年各项绩

效目标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工作任务。

（2）2021 年度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创建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核心示范区；推动中化集团

MAP 应用项目在武汉新城区投资；发布农作物病虫情报；发布农作物生产技术

指导意见；主要农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积极推广农作物“三新”技术；开展

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推广和杂交水稻纯度海南种植鉴定；完成耕地质量等级调

查评价报告；深入开展“六项治理”和形式主义官主义整治工作。

2.部门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预算批复 1，879.76 万元。按照相关要求，

于 2021 年 12 月进行了绩效自评。结论表明，本单位项目组织实施得力，严格

按项目要求办事，资金使用规范，资料详实，超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自评得

分 100 分。绩效评价等级自评为“达成预期指标目标”。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预算批复财政资金 1，879.76 万元，实际收到拨款 1，879.76 万元，

按工作进度资金到位及时。各项资金严格均按照根据预算批复的要求使用。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武汉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和副主任组成，各相关科室科长和相关人

员参加项目的技术推广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科室科长具体落施技术推广

培训和指导、项目技术总结评价及项目验收材料。

二是制定实施方案，强化项目管理。制定《2021 农技推广项目实施（协议）

方案》，明确并合理设置项目绩效目标、实施内容、资金使用、实施进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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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措施等内容。与具体实施相关单位签订项目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及时跟

踪项目实施进度，由项目领导小组分阶段按实施进度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

查、验收和考核。

三是抓实档案管理，及时总结宣传。项目技术小组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相关

文字、图像等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

四是加强绩效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建

立项目资金专账（页），按项目进展情况，合理合规地使用项目资金，不截留

挪用和超范围支出，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项目工作

档案，明确专人负责项目的相关文字、图像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确

保了档案健全。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农技推广及耕地质量监测：推广农作物“三新”技术年初目标 30 万亩，

实际完成 32 万亩；发布农作物生产指导意见年初 6 期，实际完成 8 期；超额

完成目标任务。

水稻新品种展示与种子南鉴：年初目标展示水稻新品种 35 个，实际完成

40个；种子南鉴年初目标 700 个，实际完成 973 个，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主要农作物病虫防治：发布农作物病虫情报年初目标 12期，实际完成 13

期；农作物统防统治年初目标 43.5%，实际完成 44.0%。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化肥化学农药减量化：创建“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核心示范区年初目

标 6个，实际完成 6 个；减量化比率年初目标 20.0%，实际完成 20.0%。

人员公用事业运转：开展“六项治理”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收

集意见和建议 3 条，制定了关于庸懒散慢乱浮问题的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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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农技推广及耕地质量监测：粮食作物“三新”技术主推广品种 50 余个，

优质高产技术 30余个，绿色高效模式 20余种，核心示范区亩平节本增效 200

元以上。蔬菜推广“三新”技术新品种 12个，新技术 10项，高效模式 5种。

水稻新品种展示年种子南鉴：征集遴选 19 家种子企业自主研发的水稻新

品种，每个种植 1 亩，展示亩面积 60 亩。2021 年抽检样品共 572 个，检出 9

家种子企业的 43 个送检样品不达标，及时下达了整改通知，9 家种子企业于

2021 年 4 月底已全部整改到位。

主要农作物病虫防治：全市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 81个，大宗作物全覆盖，

核心示范面积 2.87 万亩，辐射带动 30万亩。全年绿色防控面积达 169.7 万亩，

全市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44.2%。

化肥化学农药减量化：在核心示范区内因地制宜推广水肥一体化、测土配

方施肥等节肥技术，推广杀虫灯、性引诱剂、生物农药等病虫绿色防控技术，

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人员公用事业运转：中心党组织多次召开基层党组织民主生活会，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制定 15项整改措施；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限时办理社区服务 6项；按照局党组关于《开展庸懒散

慢乱浮现象集中治理的工作方案》要求，开展深入自查，落实整改。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达 85.0%以上。

4.上年度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2021 年项目实施以 2020 年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结果为依据，完善、优化

推广模式，充分体现项目的示范带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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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度农技推广与耕地质量监测项目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自评结论

1.自评得分

经综合评价和分析 2021 年农技术推广服务与耕地质量监测项目绩效自评

得分为 100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达成预期指标”。其中，预算执行得分 20

分，得分率 20.0%；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得分 80分，得分率 80.0%。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市财政局 2021 年下达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推广服务与耕地质量

监测项目资金 68.15 万元，资金拨款实际到位 68.15 万元。项目预算资金执行

率为 10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蔬菜“三新”技术推广年初目标 10 万亩，年底实际完成 11.5 万亩；农作

物“三新”技术推广粮食作物和油菜示范推广年初目标 20万亩，实际完成 22.5

万亩；耕地质量等级评价评估报告年初目标 7份，实际完成 8份。本项目已完

成年初绩效目标。

3.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完成农技推广与耕地质量监测各项任务是对上年完成结果的延续

和应用，在农业“三新”技术推广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技术力量还需加强，需

进一步做好技术到位的保障工作；加强田间技术指导，通过举办示范样板建立

试验对比，通过样板推广成熟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品种。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全力开展油菜秋冬轮作示范。认真落实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耕

地轮作休耕试点约束性任务要求，遵循“宜粮则粮，宜种则种”原则，持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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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发利用我市冬闲田扩种油菜力度，建立油菜秋冬轮作示范面积 7万亩，推

进油菜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和全程机械化，努力扩大我市油料供给。

（2）积极推广农作物“三新”技术。助力“菜篮子”工程提档升级，示

范推广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22项，示范面积 30万亩，努力提升农

业生产能力和产出效益。重点推广粮、油、茶、水果、蔬菜等主要农作物重大

农业技术、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示范、病虫害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防灾减

灾稳产等关键技术。

（3）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围绕化肥减量化，大力推广油菜和紫云英为主

的绿肥种植技术、商品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施肥技术、秸秆腐熟还田技术、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督导各区开展耕地质量监测点建设、耕

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完成评估报告。

（二）佐证资料

1.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蔬菜提质增

效、粮食稳产优产，根据《农业技术推广法》，我单位各职能科室完成了 2021

年油菜粮作大田作物高效模式集成示范推广、蔬菜“三新”技术推广、耕地质

量监测等级评价等工作。大田作物（蔬菜）“三新”技术推广年初目标 10 万

亩，实际完成 37万亩；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年初目标 7 份，实际完成 8份。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项目市财政局下达预算资金 68.15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41

资金使用明细表

2.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农技推广服务与耕地质量监测项目预算批复68.15万元，按照省推广总站、

市农业农村局的要求，于 2021 年 12 月进行了项目绩效自评，结论表明，本项

目组织实施得力，严格按项目要求办事，资金使用规范，资料详实，超额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自评得分 100 分。绩效评价等级自评为“达成预期指标”。

经费使用单位 金额
（万元）

用途 拨付方式 备注

楚为生物科技 5 蔬菜“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明日谌寨生态农业 5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仟佰家农业合作社 5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文鼎农业 3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东西湖田园青农场 5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乐红辣椒专业合作社 2.59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新洲三店农业中心 2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香飞科技 5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月牙蔬菜 5 蔬菜“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可满意农业 5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蔡甸裕伟农业生态 5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黄陂农厚蔬菜 5 蔬菜“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金芊地农业科技 0.34 大田“三新”技术推广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耕地质量监测指南 5.15 耕地质量监测评价 一次性拨付 项目按协议实施

农技术推广杂志 0.39 订科技推广杂志 一次性拨付 工作需要

劳务费 6.57 聘用司机劳务费 按月付 按劳务聘用合同

差旅费 2.75 参加市外会议差旅 一次性拨付 工作需要

小车运行路桥费 0.36 小车运行路桥费 按次 工作需要

合计 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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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根据年初预算批复，实际拨款 68.15 万元，按工作进

度资金到位及时。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批复要求使用。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武汉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姜正军、副主任朱伯华、副主任王孝琴、

副主任唐霖等组成，各相关科室科长和相关人员参加项目技术推广工作。各科

室科长具体实施技术指导和培训、项目技术总结评价及准备项目验收材料。

二是制定实施方案，强化项目管理。制定《2021 农技推广项目实施（协议）

方案》，合理设置项目绩效目标、实施内容、资金使用、实施进度、保障措施。

由项目领导小组分阶段按实施进度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和考核。

三是抓实档案管理，及时总结宣传。项目技术小组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相关

文字、图像等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

四是加强绩效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合

理合规地使用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项目

工作档案。明确专人负责项目的相关的文字、图像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

作，确保了档案健全。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大田作物“三新”推广：在全市示范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模式 20 余种，建

立核心示范样板 7 个，集成示范推广农作物“三新”技术 25.5 万亩，超额完

成绩效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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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三新”技术推广：菜苔三新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有机茶园标准化

生产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蔬菜新品种示范与推广三个推广项目均超额完成项

目目标，推广白菜苔、红菜苔、番茄、甘蓝、茶叶等新品种 22 个，新技术、

新模式 6 种，示范面积 171 亩，推广面积 1387 亩。

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估：围绕化肥减量化，大力推广以油菜和紫云英为主

的绿肥种植技术、以商品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的施肥技术、秸秆腐熟还田技术、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督导各区开展耕地质量监测点建设、

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完成评估报告 8 份。

4.上年度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2021年项目实施以 2020年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结果为依据，完善、优化

推广模式，充分体现项目的示范带动效益。

三、2021 年度蔬菜病虫防治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自评结论

1.自评得分 100 分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年度财政资金总额预算数是（A）15.5 万元，执行数（B）

15.5 万元。执行率 10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蔬菜病虫害测报准确率 85.0%以上；补助

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 90.0%以上；项目区技术指导数量 50人次以上；补助

区防控效果 80.0%以上；及时发布病虫情报 12期；项目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2

次；有效控制蔬菜病虫害发生态势，损失率控制在 8.0%以内；资金使用无重大

违规违纪问题；应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2项；建立监测点 3个；补助区农户、

农业企业满意率 85.0%以上。年初目标值均已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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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蔬菜病虫害测报人员少、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不利于蔬菜病虫害测报及防

治工作的开展；为持续减轻化学农药对环境的影响，蔬菜病虫绿色防控措施有

待进一步续加强。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一是持续开展蔬菜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及时发布病虫情报。二是加强对

基层测报员的培训指导，提升全市蔬菜病虫测报能力。三是持续推进蔬菜病虫

害绿色防控措施，加大技术指导力度。

(二)佐证材料

1.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随着武汉市设施蔬菜的发展，蔬菜病虫害的发生越来越复杂，为了保障蔬

菜有效安全供给，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开展蔬菜病虫害预报和防控至关

重要和必要。年度绩效目标：蔬菜病虫害测报准确率 85.0%以上；补助重点发

生区域防控处置率 90.0%以上；项目区技术指导数量 50人次以上；补助区防控

效果 80.0%以上；及时发布病虫情报 12期；项目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2次；有

效控制蔬菜病虫害发生态势，损失率控制在 8.0%以内；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

纪问题；应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2项；建立监测点 3 个；补助区农户、农业

企业满意率 85.0%以上。

(2)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经费１5.5 万元。付蔬菜病虫害防控费尚悦景荷生态农业５万元，瀚

盟农林科技公司５万元，兰氏蔬菜公司２万元，农乐红辣椒 1.16 元，付江夏

郑店蔬菜病虫监测防治费２万元，其他 0.34 元。

2.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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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2 月进行了项目绩效自评，结论表明，本项目组织实施得力，

严格按项目要求办事，资金使用规范，资料详实，超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自

评得分 100 分。绩效评价等级自评为“达成预期指标”。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到位情况：年初预算 15.5 万元，实际到位 15.5 万元，到位及时。

资金执行情况：年度财政项目资金总额预算数是（A）15.5 万元，执行数

（B）15.5 万元。执行率 100.0%。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蔬菜病虫害测报准确率 90.0%；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

100.0%；项目区技术指导数量 60人次。

质量指标：补助区防控效果 85.0%。时效指标：及时发布病虫情报 13期。

成本指标：项目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2次，节约了成本。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控制蔬菜病虫害发生态势，减少了损失。

社会效益指标：资金使用规范合理，无违规违纪问题。

生态效益指标：应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2 项，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保护了现有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可持续影响指标：建立

病虫监测点 3 个，提升了病虫监测预警能力。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示范区农民满意度达到 85.0%以上。

三、草地贪夜蛾防控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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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评结论

1.自评得分

对 2021 年度武汉市草地贪夜蛾防控项目认真自评，得分 100 分。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项目资金 200 万元，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草地贪夜蛾预报准确率 95.0%以上，危害损失率控

制在 10.0%以内。

3.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是由于专项经费使用程序复杂，防控物资到位较迟，贻误了防控工作的

开展。二是今年草地贪夜蛾防控由于时间偏迟，各地多采用化学防治措施，很

容易导致其抗药性增强，增加今后防治压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做好草地贪夜蛾虫情监测，确保防控工作有的放矢。二是积极争取领

导重视支持，确保防治经费落实到位。三是促进各地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二）佐证材料

1.基本情况

（1）年度绩效目标

草地贪夜蛾预报准确率 90.0%以上，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10.0%以内。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通过政府采购使用 190.22 万元，其中采购太阳能高空杀虫灯 12台

（35000 元/台）、智能信息杀虫灯 115 盏（3652 元/盏），金额 83.99 万元；

采购草地贪夜蛾性诱器及诱芯 4510 套（44.9 元/套），金额 20.25 万元；采购

应急防控农药 18.0%虫螨腈·虱螨脲悬浮剂 471 箱、2.5%溴氰菊酯乳油 177 箱、

30.0%氟铃·茚虫威 23箱、核型多角体病毒 137 箱，金额 85.98 万元。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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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9.77 万元。根据工作需要太阳能智能虫情测报仪等设备均已发放至新洲区、

黄陂区、江夏区、汉南区、蔡甸区、东西湖区等 6个区农技中心，由各区农技

中心负责使用管理。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 200 万元，执行 200 万元，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0%。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指导开展精准防控，补助区防治处置率 100.0%，全市没有出现

成灾田块，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10.0%以内。

质量指标：开展草地贪夜蛾的监测预报，发布虫情预报 2期，准确率达到

90.0%以上。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经济效益指标：通过实施草地贪夜蛾防控项目，累计防治面积达到 2.23

万亩次，有效遏制了草地贪夜蛾扩散蔓延，挽回了粮食损失。

社会效益指标：项目所需物资全部通过招标采购，无违规违纪问题发生。

环境效益指标：推广性诱剂监测、杀虫灯、生物农药防治等综合防治技术，

减少了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可持续影响指标：通过开展草地贪夜蛾系统监

测，提升防控能力，病虫害损失持续降低。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示范区农民满意度达到 8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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