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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度部门决算附件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预算执

行率

自评

得分

是否有较

大偏差

1 大柳羊场日常经费 90 90 100 10 无

2 美丽乡村建设 5000 5000 100 100 无

3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市级配套

620 620

100 100

无

4 农村卫生厕所改造补

助

1150 991.4

86.21 98.62

无

5 滁州市农业农村局结

余结转项目

36.89 36.89

100 100

无

6 农产品展销博览会 280 268.45 95.87 99.59 无

7 农业发展资金 4270 4270 100 100 无

8 农业农村工作经费 189.41 180.11 95.09 99.51 无

9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整市试点暨农村改革

试验区创建工作专班

工作经费

70 68.83

98.33 99.8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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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柳羊场日常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大柳羊场日常经费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0 90 9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90 90 9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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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大柳羊场是市直国有定额补助企业，现有在职职工 62人，2022年年上半年在职

职工社保缴纳总额约50.03万元。此项目年度中期目标确保2022年我场在职职

工社保费能按时缴纳。

此项目确保了2022 年我场职工社保费能按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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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62人 0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完成62人

社保费用

缴纳

0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经费

按时缴纳

到社保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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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100.06

万元
0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明显
0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在职职工

待遇显著

提升

0

生态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

平衡
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目标

促进社会

稳定发展
0

满意度

指标(10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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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总分 100 10.00

2.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美丽乡村建设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5000 500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5000 5000 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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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到2022 年第三季度完成2021 年度 31个省级中心村建设并通过省级验收。
到2022 年第三季度完成2021 年度 31个省级中心村

建设并通过省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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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新建 ＝31个 31 10 10

质量指标 美丽乡村建设

省级验收

通过率

100%

达成预期指

标
20 2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底 达成预期指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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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5000 万

元
5000 10 10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中心村产业发展，改善中心村治安状况，促

进中心村精神文明建设。

中心村集

体经济达

15万元以

上；中心村

治安状况

良好；建立

完善“一约

四会”等自

治组织，广

大农民群

众文明素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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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持续提

升。

社会效益

指标
人居环境改善

农民收入

实现较快

增长，农村

人居环境

显著改善，

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

务逐步完

善，乡风文

明显著提

升，提升了

农民幸福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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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生态效益

指标
村容村貌得到阶段性明显改善。

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

成效显著，

乡村道路

畅通，村容

村貌明显

改观，群众

卫生习惯

逐步改善。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持续影响程度

农村人居

环境显著

改善，影响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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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基本满意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总分 100 100.00

3.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市级配套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市级配套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

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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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资金总额： 620 620 62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620 620 62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新建高标准农田68.5万亩 达到预期效果，有效提高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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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

标
农田灌溉/排水达标面积

各项排水

工程所控

制的耕地

达成预期

指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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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达到

农田灌溉/

排涝设计

标准。

道路通达度 ≥90% 90 5 5

建成高标准农田

上图入库

面积不小

于治理任

务

达成预期

指标
5 5

质量指

标
路面修筑

田间道路

面宽度为

3m-6m，生

产路路面

宽度不宜

达成预期

指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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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m

农田林网保存率 ≥90% 90 5 5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

标
任务完成及时性 次年5月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成本指

标
亩均投入标准

≥2250 元/

亩
2250 10 10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受益人口人均增收 ≥150元 150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受益总人数

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

目区受益

人口全覆

盖。

达成预期

指标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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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卫生厕所改造补助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卫生厕所改造补助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50 1150 991.4 10 86.21% 8.62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150 1150 991.4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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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2021年23705户改厕及凤阳县农村改厕提升与资源化利用省级示范县创建，

2022年补贴
完成计划任务，改厕达到21600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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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自然村户 改厕数量 ＝23705户 26818 10 10

质量指标

卫生厕所无害化处理 ≥90% 90 7 7

市级抽验合格率 ≥90% 90 8 8

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时效性 跨年完成
达成预期指

标
7 7

项目完成及时性 跨年补助
达成预期指

标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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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500元/

户
500 5 5

厕改成本 ＝2600 元 2600 5 5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公益性

提高生活

质量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改善居住环境

卫生厕所

普及率显

著提升，厕

所粪污无

害化处理

逐步提高，

农村环境

显著提升。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生态效益 因地制宜选择改厕模式，提高环保意识 农民群众 达成预期指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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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养成良好

如厕和卫

生习惯，增

强了农民

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

福感。

标

建立健全农村改厕质量管理制度

推动农村

厕所建设

标准化、管

理规划化、

运维市场

化、监督社

会化

达成预期指

标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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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性

环境影响

可持续，生

态建设可

持续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对改善人居环境 质量持续影响程度 长期
达成预期指

标
3 3

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8.62

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结余结转项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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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滁州市农业农村局结余结转项目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6.89 36.89 36.89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0 0 0 —

上年结转资金 36.89 36.89 36.89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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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完毕，最大限度发挥效益。
达到预期目标任务，将结余结转的资金最大限度的发

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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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上年度未完成采购项目 ＝1个 1 10 10

质量指标 完成上年度遗留任务 尽快完成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时效指标 根据工作安排完成 年中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成本指标 年末结余结转实际数据

按实际使

用

达成预期指

标
20 20

效益指 经济效益 资金使用 提高支付 达成预期指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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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30

分)

指标 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完善预算执行

提升预算

完成度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生态效益

指标
农业农村发展 绿色环保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循环生态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生态可持续 循环发展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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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产品展销博览会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产品展销博览会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80 280 268.449 10 95.87% 9.59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80 280 268.449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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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供给体系质量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完成计划任务，参加国内外各种农展超过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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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参加国内外各类农展 ≥7次 7 15 15

质量指标 各类农展

承办或参

展

达成预期指

标
15 15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年内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成本指标 工作经费

≥2800000

元
2684493.6 10 10

效益指 经济效益 展会销售额 ≥300万元 3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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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30

分)

指标 参展企业 ≥50家 50 5 5

签约项目 ≥10个 10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农民幸福指数

农民收入

实现较快

增长，提升

了农民幸

福指数。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生态效益

指标
农业绿色、健康发展

创建循环

农业、生态

农业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一二三产业

有效的促

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

发展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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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9.59

7.农业发展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发展资金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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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资金总额： 4270 4270 427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4270 4270 427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供给体系质量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专项整治“三大革命”取得显著

成效，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定远县摘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

全省平均水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城乡

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衡，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农村改革继续走

在全国前列.

达到预算目标值，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提升。

绩
效
指

标一级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27-

标 值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优质专用品牌粮食生产基地 ≥2个 6 2 2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10个 27 2 2

“一县一业（特）”全产业链示范县 ＝2个 3 2 2

市级农业产业园 ≥15个 8 2 2

美丽休闲乡村 ＝1个 1 2 2

乡村旅游示范县 ＝1个 1 2 2

休闲农业示范园区 ＝2个 2 2 2

质量指标 畜禽养殖及家禽转型升级

规模化养

殖、现代屠

宰加工企

业：集中屠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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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冷链运

输、冰鲜上

市

蔬菜基地

高标准连

栋集约化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特色农业设施农业 设计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地理标志 认证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有机产品 认证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绿色食品企业 认证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标准 达成预期指 2 2



-29-

标

市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省级市级联合体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市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市级现代产业园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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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现代产业园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国家级现代产业园 达到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时效指标

项目经费及时拨付

2022年 6

月底前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项目进度实施情况

压茬拨付

资金项目

2022年 3

月前验收，

本年度项

目12月前

验收

达成预期指

标
2 2

成本指标 农业发展项目年度总成本 ＝4270 万 427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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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增收

通过项目，

促进农业

健康发展，

增加农民

收入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增加就业

通过项目

实施，使农

民可支配

收入增加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绿色发展

创建循环

农业、生态

农业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可持续影 连续发展产生可持续影响 坚持贯彻 达成预期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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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指标 执行乡村

振兴战略、

不断改善

农村环境、

增加农民

可支配收

入

标

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总分 100 100.00

8.农业农村工作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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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农村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9.41 189.41 180.11 10 95.09% 9.51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89.41 189.41 180.11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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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业农村工作正常运转 完成目标任务，保障农业农村工作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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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蔬菜产量同比增长 ≥1% 1 5 5

水产品同比增长 ≥1% 1 5 5

肉蛋奶产量同比增长 ≥1% 1 5 5

粮食总产同比增长 ≥1% 1 5 5

质量指标
粮食总产、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总产同比增长

水平

在全省排

名第一梯

队（前六

名）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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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指标 项目总体时效 年内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成本指标 执行项目预算

按照项目

预算数进

行成本控

制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农民增收

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超过全

省平均值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发展特色农业强化品牌创建

树立农业

品牌效应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化肥、农药使用减量

化肥、农药

使用负增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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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满意度

提升新型

经营主体、

农户满意

度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提升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满意度

提升新型

经营主体、

农户满意

度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总分 100 99.51

9.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整市试点暨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建工作专班工作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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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整市试点暨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建工作专班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115-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115001-滁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0 70 68.828 10 98.33% 9.83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70 70 68.828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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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滁州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调整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整市试点暨

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建工作专班推进机制的通知》要求，综合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建工作，全力打造一批可复制、能推广、利修法的

滁州改革经验，努力取得一批实践成果，持续擦亮滁州改革品牌。

完成目标任务，认定宅基地农户资格权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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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认定宅基地农户资格权 ≥90% 90 15 15

质量指标 开展改革的乡镇数 ≥50% 50 15 15

时效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完成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成本指标 20 万元

按预算使

用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效益指

标(30

经济效益

指标
盘活闲置宅基地

达到省级

认定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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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村容村貌提升

达到省级

认定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生态宜居

达到省级

认定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宅基地管理规范有序

达到省级

认定标准

达成预期指

标
5 5

满意度

指标(10

分)

满意度指

标

本着村民自治原则，尊重农户意愿，维护农户利

益，达到农户满意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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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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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近年来，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为不断扩大和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实施成果，2022 年市级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安排主要围绕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项目区农民脱贫致富，以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重点，推进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建设。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实行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重点在土

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

保持、农田输配电、科技服务和建后管护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有效提高耕地地力和质量。本年度建设高标准农田 70.53 万亩，

截止 2023 年 4月底，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2 年市本级安排农田建设项目资金 620万元（含管护费

20万元），已全部下达各项目县（市、区），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主要用于各县（市、区）农田灌溉排水与节水设施

（疏浚沟渠、衬砌明渠明沟、渠系建筑物、管灌、其他水利措施

等）、田间机耕道（机耕路、生产路、其他田间道路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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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通过开展农田建设项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突出田块整治、灌排体系、路网建设、地力提升，有效改善项目

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等。

2．阶段性目标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等材料，按财政绩效评价指标设置

的要求，对绩效目标予以细化，具体情况如下：

（1）产出目标：

产出数量：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70.5万亩，道路通达率≥

90%；

产出质量：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

产出时效：次年 5月底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产出成本：财政亩均投入标准≥2250 元。

（2）效益目标：

经济效益：受益人口人均增收≥150元；

社会效益：受益人口全覆盖；

生态效益：水资源利用率（比上年提高）≥3%；

可持续影响指标：工程利用时限≥10年；

（3）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众满意度≥9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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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切实发挥项目实施效益；评价对象：农

田建设项目情况；评价范围为 2022 年度立项的项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绩效评价依据客观原则，结合收集项目备案文件、调度情况

汇总等方式，对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绩效目标开展依次开

展评价，评价标准为项目各绩效指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分配方案，我市及时

下达项目资金及支出绩效目标，由各县（市、区）对项目绩效目

标开展项目实施及评价工作，市级主管部门对市级支出绩效目标

开展自评工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综合评价内容为，产出数量：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70.53 万

亩，道路通达率达到 95%，产出质量：工程合格率 100％，产出时

效：次年 5月底前已全面完成建设任务，产出成本：2022 年项目

亩均投入标准达到 2570 元，效益目标全面达成：亩均增产粮食

77公斤，项目区受益人口全覆盖，人均增收 221元，受益群众满

意度 97％。

（二）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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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有效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了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实现了农业农村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总

体自评100分，评价结论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过程

根据各县（市、区）申报的 2022 年农田建设项目需求，经

市政府同意，分解下达 2022 年市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 620

万元，投入指标完成率 100％。

（二）项目过程情况

1．项目管理情况

2022 年市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 620万元，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主要用于各县（市、区）农田灌溉排水与

节水设施（疏浚沟渠、衬砌明渠明沟、渠系建筑物、管灌、其他

水利措施等）、田间机耕道（机耕路、生产路、其他田间道路等）

以及工程管护，项目涉及 8个县市区，82个项目，建设面积 70.53

万亩。

2．绩效管理情况

各县（市、区）已根据分配的 2022 年市级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及印发的计划编报通知，开展项目计划编报及实施工作，我

市通过项目备案、调度等方式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三)项目产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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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2022 年度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各县（市、区）2022 年农田建

设任务70.53 万亩，实际完成任务 70.53 万亩，产出数量指标完

成率 100％；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农田建设

项目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皖农建〔2019〕153 号）文件要求，

农田建设项目建设期一般为 1－2年，目前，各县（市、区）2022

年农田建设项目已经全面完工，但未到验收期限。

产出成本：2022年我市市级农田建设项目补助资金620万元，

实际建设面积 70.53 万亩，全市亩均财政投入 2570 元，产出成本

指标完成率 114％。

（四）项目效果情况

社会效益：根据 2022 年农田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新增改善灌溉达标面积 63.85 万亩，新增和改善排

水达标面积 61.95 万亩，年增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5490 万公斤，

亩均增产粮食 77公斤，项目区受益人口全覆盖，人均增收 221

元，指标完成率 147%；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我市多次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调研工作，经征询项目区群众意见，受益对象满意度达

97％，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率 108％。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坚持高位推进强部署。坚持顶格推进、顶格协调、

顶格服务，市县均建立发改、财政、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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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齐抓共管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二是坚持科学设计强质量。印发《关于规范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指导意见》《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

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明确要求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体现集

中连片、整村推进，多增地、多节地、多改水的建设原则，突出

田块整治、地力提升和智能管理等重点内容。

三是坚持建设规范强管理。坚决落实项目“四制”管理【项

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确保工程质量。强化

调度督查。对项目建设各环节做出时限要求，实行周调度、月通

报机制。严格项目验收。由市县农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部门，

联合第三方验收机构、保险机构、镇村干部、群众代表，共同进

行验收，并在项目区设置永久性公示牌，标明“建设内容、投资

额、参建单位、管护主体”等，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体现在项目进度不快。自 2022 年起，我市高标准农田

工作均能提早启动，部分县市区能提前一年启动部分项目建设，

但除此以外，全市的项目建设进度始终处于全省后列。主要原因：

一是施工受农时影响；二是我市处于江淮丘陵地区，改田面积较

大，施工作业半径大，工程零散。

七、有关建议

建议省级在项目调度过程中，能结合各地实际，不搞一刀切，

以工程质量为重点，以不误农时为原则，减轻地方施工压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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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赶进度而忽视了工程建设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