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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山区 2023 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湖南世纪金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不断增强预算绩效

理念，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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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0〕10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

〔2019〕10号）及《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 年度财政

性资金现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益赫财绩〔2024〕4 号）等文

件精神，受贵局委托，我公司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于2024 年 9

月12日－10月 23日对赫山区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

金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赫山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区农业局）是赫山区人民政府

的工作部门，负责项目实施，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

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及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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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

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

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等。内设办公室、

人事股、法规股、计划财务股、安全生产管理股、种植业管理股等

18 个股室机构，编制核定人数 155 人，其中行政编制 24 人，事业

编制 131 人。

（二）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央耕地地力保护政策，2022 年 12 月，省政府

办公厅下发了《湖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实施方案》（湘政

办发〔2022〕69 号），2023 年 3 月，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

财政厅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通知》（湘

农联〔2023〕24 号），赫山区人民政府为确保农业支持补贴这

一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印发了《赫山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实

施方案的通知》（益赫政办发〔2023〕11 号），积极开展赫山

区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项目。赫山区 2023 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项目资金 9716 万元，在以实际种植作物的耕地面积，按照 95

元/亩的标准发放后，补贴资金结余部分，对粮食实际播种面积

的双季稻种植农户按 166.87 元/亩实行普惠制补贴，充分调动农

户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确保完成年度粮食生产各项任务目标。

（三）项目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2023 年赫山区利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对 14 个乡

镇（街道）种植双季稻的农户或种植户，以确权登记颁证到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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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内耕地的实际种植双季稻面积按 166.87 元/亩补贴，全区种植

双季稻面积 28.98 万亩，补贴资金 4835.23 万元，其中 200 亩以

上的种植户 352 户，种植面积 14.135 万亩，发放耕地地力保护

结余补贴资金补贴 2359 万元。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为种植双季

稻面积 200 亩及以上的种植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该项

补贴资金已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前通过“阳光审批平台”“一卡

通”全部发放到户。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如下表：

单位
种植

户数

其中种植面积（亩） 种植面积

（亩）

补贴资金

（元）200-300 301-500 501-1000 1000以上

泥江口镇 14 11 2 1 3669.4 612312.78

欧江岔镇 40 21 14 5 13969.43 2331078.78

泉交河镇 49 21 19 5 4 21420.52 3574442.17

笔架山乡 46 26 5 10 5 21148.16 3528993.46

八字哨镇 20 12 5 3 6619.07 1104524.04

沧水铺镇 5 4 1 1395.53 232872.09

新市渡镇 11 4 5 2 4246.97 708691.88

兰溪镇 90 46 32 10 2 34241.19 5713827.38

岳家桥镇 3 2 1 874.62 145947.84

衡龙桥镇 24 12 9 3 9888.67 1650122.20

龙光桥街道 44 22 9 11 2 21167.89 3532285.80

会龙山街道 3 1 2 1515.98 252971.58

龙岭工业园 3 1 1 1 1193.25 199117.63

合计 352 182 104 53 13 141350.68 23587187.64

二、项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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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着力保护和提升

耕地地力，充分发挥补贴政策惠农增收效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稳定双季稻种植面积和产量，防止耕地闲置、抛（撂）荒，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农业种植的常态化、

规范化、稳定化，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2.绩效指标：确保补贴面积真实、补贴发放流程规范，确保

耕地地力保护（双季稻种植户）补贴惠民资金发放精准性，确保

补贴资金在当年 12 月 30 日前及时、足额、精准发放到农户手中，

保障种粮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双季稻种植积极性，推动农业农村

经济发展。

三、项目组织实施

（一）制定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根据上级相关文件

规定，2023 年 7 月，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印发了《赫山区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实施方案》，明确了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

依据、补贴发放负面清单、补贴资金安排和发放、职责分工，成

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区农业局、区财政局、

区自然资源局、区经服站及相关乡镇（街道、园区）等单位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赫山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落实补贴政策相关工作。

（二）开展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宣传。为加大补贴政策宣

传力度，区农业局翻印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制作的《湖南省

耕地地力补贴：新政策来了》宣传海报，张贴到各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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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村（社区）、组，让农户明白“补给谁、补什么、补多

少、哪些不能补、怎么发”，各乡镇（街道、园区）组织村（社

区）负责人、种粮大户召开了动员会，明确种植任务，宣传补贴

政策和区政府补贴实施方案，利用“村村响”广播、QQ 群、微

信群进行政策宣讲，使补贴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三）实行责任目标管理，明确年度双季稻种植任务。年初，

各乡镇（街道、园区）成立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村（社

区）粮食生产的检查指导，并根据全区双季稻种植计划，将任务

指标分配到各村（社区），并与社区签订粮食生产目标管理责任

状。村（社区）成立粮食生产目标管理领导小组，并结合耕地水

资源条件，将双季稻种植任务分配到种植户。

（四）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未进行土地数字化改革的村（社

区）组，由组长根据农户已确定权证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或集体

耕地面积，进行核实汇总后，与种植户村（社区）组签订土地流

转合同，已完成土地数字化改革的村组，由种植户从区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取得流转资格，再与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土

地流转合同。

（五）严格执行补贴资金发放程序。

1.种植户自行申报。种植户向村民小组申报耕地保护补贴面

积，并对真实性做出承诺。

2.村民小组审核、申报。村民小组对种植户上报数据（包括

承包农户流转面积）逐户核实，经种植户和流转户签字认可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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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汇总表，向所在村（社区）申报。

3.村（社区）审核、公示、申报。村（社区）对本村各村民

小组的数据逐户核实，在村组人流集中处张榜公示 7 天，并拍照

留存，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无异议后，向所在乡镇（街道、园区）

申报。

4.乡镇审核、公示、申报。乡镇（街道、园区）根据各村（社

区）上报面积，逐村进行数据复核，并将核定无误的数据经主要

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按有关规定进行公示。各乡镇（街道、

园区）2023 年 11 月 22 日前完成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申

报、统计、汇总、核查、公示和报送。

5.区级核查。区农业局和区财政局对乡镇（街道、园区）上

报的数据进行抽查核实后按有关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由区农业局提出补贴资金发放方案，区财政局复核后发放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资金。

6.数据录入。区级核查后，将相关面积数据反馈至乡镇（街

道、园区），乡镇（街道、园区）反馈至村（社区），由村（社

区）将种植户补贴申报面积、审核、公示、身份证件、银行卡账

户等资料和数据信息录入惠民惠农“一卡通”公共服务网系统，

乡镇、区级经办人分别在系统逐级审核通过。

7.资金拨付。在数据录入后通过“一卡通”平台将补贴资金

发放到农户手中。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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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通过开展该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全面了解、

分析资金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等情况，核实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客观、公平、公正评价项目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下一步工作建议等方面工作，为实施新一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提供

决策参考依据。

2.绩效评价对象。赫山区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

（面积200亩及以上双季稻种植补贴）。

3.绩效评价范围。该项目的决策、管理、产出与效果。项目

决策主要包括项目申报、绩效目标、资金分配，重点关注项目立

项程序的规范性、绩效目标的合理性以及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资金分配的合规性；项目管理包括组织管理、财务管理，重点关

注预算资金执行有效性，项目实施相关程序的合法合规、管理制

度健全与落实、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会计基础信息的真实性、

完整性、及时性以及资产保管完整、使用合规性。项目产出包括

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和产出成本，重点关注是否做到

应补尽补，资金发放是否全部到位，申报面积是否真实、补贴申

报程序是否规范、成本支出是否控制在项目预算总额范围内；项

目效果主要包括该项目实施对农业农村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以及种植户满意度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

法、评价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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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评价原则。坚持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原则及评估的效益

性原则、分析的系统性原则等，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克服主观

性和片面性。

2.评价指标体系。针对该项目情况，拟定绩效评价指标，设

定项目决策（10 分）、项目过程管理（40 分）、项目产出（24

分）、项目效果（26 分）4 个一级指标、15 个二级指标。其中

项目决策设项目申报、资金分配 2 个二级指标；项目管理预算执

行、预算调整、预算结转、组织管理、财务管理 5 个二级指标；

项目产出设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 4 个二级

指标；效益指标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满意度 4

个二级指标；根据二级指标内容，分别设定了 30 个三级指标，

详见附件 1：赫山区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3.绩效评价方法。本次绩效评价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采

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

4.绩效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

数据作为评价的指标。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省、市、县公布的相关行业评

价标准。

（3）历史标准：同类指标采用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4）其他标准：经财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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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和赫财绩〔2024〕4号文件要求，我公司按

下列步骤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

1.前期准备。我公司抽调专人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

了工作职责，制定了现场评价方案，设计了相关表格，联系了相关

部门和单位，确定了实施时间。

2.实施情况。项目绩效评价实施步骤：（1）召开座谈会。组

织项目实施单位、财政部门召开座谈会，听取项目有关情况介绍；

（2）收集核查资料。收集项目相关政策制度文件、集体决策会议

记录、资金指标文件、补贴面积申报、审核审批、实施、过程监管

等资料；核查相关制度是否完善，补贴申报、审批、公示、资金发

放等程序是否规范，资金拨付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存在截留、挪用

等情况。（3）现场调查了解。到 12个乡镇（街道、园区）、22

个村、28户种植户（其中党员种植户18户）或土地流转户了解情

况、个别抽查核实流转户流转面积、抽查农户补贴资金是否到账以

及受益群众满意度访谈。（4）形成评价结论，撰写评价报告。通

过对相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按照确定的评价指标和标准，结合现

场评价情况，得出评价结论，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该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检查情况，该项目完

成绩效较好，全部完成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发放工作，

村、乡镇（街道、园区）各级主管部门逐级负责，补贴申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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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公示程序规范，接受社会监督，群众满意度高。通过实施耕

地地力补贴（结余）资金发放，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适量增加

农户的收入，有效调动了农户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2023 年全

区双季稻种植面积（已确权到户的计税面积）28.98万亩，其中

200亩以上占 48.7%，根据 2023年区农业农村局评估核定，平均

亩产单产达 429.6公斤。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耕地地力得到

保护和提升，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益，

确保了粮食安全。该项目整体绩效分值100分，实得97.7 分，详

见附件：赫山区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评分表，综合评价等级为“优”。

六、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10分），得10分。

1.项目申报（7 分）得分 7 分

（1）项目申报（2 分）得分 2 分：①按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的《湖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省财政厅《关于

贯彻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通知》规定的程序设立；②列

入了部门年度工作计划；③事前已经过集体决策；④符合本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符合专项资金支持的方向、重点

和范围；⑤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根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2）绩效目标（5 分）得分 5 分：区农业局制定了年度工

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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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绩效指标清晰可衡量，设定的指标与项目任务数相对应，根

据评分标准，得 5 分。

2.资金分配（3 分）得分 3 分

该补助资金由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根据《赫山区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和补贴结余资金情况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

金额，该项指标得 3 分。

（二）项目管理（40分），得分40分

1.预算执行（4 分）得分 4 分

该补助资金实际支付 2359 万元，执行率 100%，根据评分标

准，该指标得 4 分。

2.预算调整（4 分）得分 4 分

该补贴资金全年未做调整，根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3.预算结转（3 分）得分 3 分

该补贴资金无结转结余，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3 分。

4.组织管理（17 分）得分 17 分

（1）政府采购（4 分）得分 4 分：该项补贴资金直接补贴

到农户，没有政府采购项目，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4 分。

（2）投资评审（4 分）得分 4 分：该项补贴资金直接补贴

到农户，无需评审，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4 分。

（3）管理制度（4 分）得分 4 分：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业

务管理的相关制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

规、完整，基本按项目管理制度执行，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与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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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跟踪、监督、整改，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4 分。

（4）绩效自评（5 分）得分 5 分。项目实施单位提交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绩效评审为优。根据评

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5 分。

5.财务管理（12 分）得分 12 分

（1）资产管理（4 分）得分 4 分：该补助资金直接补贴到

农户，未形成资产。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4 分。

（2）资金使用（4 分）得分 4 分：经查阅财务资料，资金

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赫山区耕地地力保

护实施方案》的规定，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

使用符合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

况。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4 分。

（3）会计信息（4 分）得分 4 分：项目实际发生支出的会

计核算真实，项目资金支出会计核算资料完整，各类会计核算资

料提供及时，项目实际发生支出的会计核算准确规范，根据评分

标准，该项指标得 4 分。

（三）项目产出（24分）得分22.6分

1.产出数量（6 分）得分 6 分：完成赫山区 13 个乡镇（街

道、园区）耕地地力保护 200 亩及以上双季稻种植户共 352 户结

余资金 2359 万元，发放到位率 100%。该项指标合计得 6 分。

2.产出质量（10 分）得分 9.2 分：（1）补贴对象审核准确

性（2 分），全部为双季稻种植户，得 2 分；（2）补贴面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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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确性 99%以上，得 2 分；（3）补贴资金发放程序规范性（4

分）：补贴程序全部符合要求，计 4 分：（4）档案资料完整性

（2 分）：①兰溪村未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扣 0.2 分，②有 4 个

乡镇未保存土地流转协议，有 6 个村未建立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台

账，酌情扣 0.6 分，合计扣 0.8 分。得分 1.2 分。

3.产出时效（4 分），得分 3.4 分：补贴资金有 6 户未在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发放，延迟到 2024 年 1 月 15 日发放，根据评分

标准，扣 0.6 分，得 3.4 分。

4.产出成本（4 分）得分 4 分：该补助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2359

万元，补贴支出未超出预算金额，根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四）项目效益（26分），得分25.1分

1.社会效益（8 分）：得分 7.4 分

（1）提高水稻生产能力（3 分）得分 3 分：全区 2023 年稻

谷总产量较 2022 年提高 0.41 万吨，根据评分标准，计 3 分。

（2）双季稻播种面积种植完成年度目标（3 分）得分 2.4

分：2023 年双季稻种植面积计划 42.03 万亩，实际完成 28.98

万亩，完成率 68.9%，根据评分标准，每欠 10%扣 0.2 分，共扣

0.6 分，得 2.4 分。

（3）提供劳动就业（2 分）得分 2 分：根据现场调查，种

植面积在 300 亩以下种植户可自行管理，300～500 亩需生产管

理人员 2人，500～1000 亩及以上需生产管理人员 4～6人，300～

500 亩种植户 104 户，500～1000 亩以上 53 户，共需生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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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400 人左右，为土地流转户和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增加

经济收入，社会效益明显。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2 分。

2.生态效益（6 分）得分 6 分

（1）促进耕地保护，提升耕地地力（3 分）得分 3 分：耕

地质量总体不降低，土地产出率（单产产量）较 2022 年 426.75

公斤提高了 2.85 公斤/亩，根据评分标准，得 3 分。

（2）增强农户耕地资源保护意识（3 分）得分 3 分：①农

户、种植户对耕地生态保护知识知晓率（科学用肥、用药、病虫

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综合措施），经现场调查访谈，知晓率达

98%以上，计 2 分，②农户耕地生态保护意识强，自觉科学施肥、

用药、病虫害绿色防治，无土壤污染，无处罚通报，计 1 分。

3.可持续效益（4 分）得分 3.7 分

保障粮食安全持续运行，双季稻种植面积稳定。① 2022 年

双季稻面积为 35.7 万亩，2023 年 28.98 万亩，较 2022 年减少

18.23%，根据评分标准扣 0.3 分；② 2024 年为 32.25 万亩，较

2023 年增加 11.3%，根据评分标准，得 2 分。合计得 3.7 分。

4.服务对象满意程度（8分）得分8分

经评价人员深入种植户和土地流转户访谈，农户、种植户对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的知晓率达98%，对乡镇、村（社区）补

贴资金申报、审核、公示服务和结余资金补贴发放到位满意率达

100%，根据评分标准，得8分。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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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贴资金申报管理台账资料不够完善。在现场调查中，

在乡镇层面，发现有的乡镇补贴申报台账资料中只有汇总资料，

未将种植户的土地流转协议存档，除欧江岔镇、泉交河镇、新市

渡镇、衡龙桥镇、岳家桥镇、八字哨镇、泥江口镇、会龙山街道

外，其他乡镇均未存档。在村（社区）层面，抽查 20 个村（社

区），有 6 个村（社区）未建立纸质原始台账。其他村虽然有纸

质原始台账，但也存在资料不齐的问题。

（二）土地流转合同管理欠规范。一是个别村组未签订土地

流转合同。兰溪村的种植户所承包的耕地只有承包流转农户耕地

的明细，未签订正式流转合同。主要原因是种植户所涉及土地流

转户较多，村民小组未与种植户签订合同。如王立强承包的土地

213.12 亩，涉及 69 户农户，若单独与流转户签订合同，则比较

繁琐，所以仅按约定俗成的口头协议支付土地承包费用而未签订

土地流转合同。二是个别村（社区）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年限超过

政策规定的土地承包期限。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到 2027

年止，但有的流转合同中土地流转期限签订超过 2027 年，明显

与政策规定不符。三是重复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如龙岭工业园漆

家桥社区种植户曹回民与漆家桥合作社签订了 588.04 亩土地流

转协议，漆家河社区为确保曹回民按时履行土地流转费用支付责

任，又要求曹回民与各村民小组另签一份内含土地流转面积内容

以及未按时支付土地流转费所应承担相关责任的土地流转协议，

但实际用意为种植户履行土地流转费支付承诺书或责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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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年双季稻补贴标准降低，可能影响种植户的积极性。

2023 年双季稻补贴 166.87 元/亩，使种植户真正获得了实惠，

充分调动了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通过乡镇工作人员的积极宣传

补贴政策，广泛发动，今年双季稻种植面积较2023年增加近60%。

然而今年的补贴标准调整为 70 元/亩，较 2023 年少了 96.87 元/

亩，对于 200 亩以内的种植户，也只少了补贴 2 万元左右，但对

200 亩以上的种植户，面积越大，补贴收入减少越多，再加上生

产资料、人工费用成本居高不下，粮价下滑，另外还要面对自然

灾害风险的损失等，种植户所获得的收益与往年比较，落差较大，

从而影响种植双季稻的意愿，积极性不高。

七、建议

（一）规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档案资料。目前对乡镇（街道）、

村（社区）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料的完善与保存年限没有明确

的规定，导致档案资料的完善程度参差不齐。建议区农业主管部

门应统一明确和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档案资料归集内

容。原则上乡镇（街道）应归集土地流转合同、村（社区）申报、

审核资料，经乡镇审核报送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汇总资料，经

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核后批复的资料。村（社区）应归集全

过程资料，包括土地流转合同、各村民小组双季稻种植面积摸底

调查、补贴申报核实资料汇总、公示以及种植户实际种植面积明

细等资料。在完善纸质档案资料的同时，建立电子档案资料，纸

质档案资料保存年限应不少于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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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土地流转合同是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资金发放的重要依据之一，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应加以规范。

一是去繁就简，减少合同数量。村（社区）应结合当地实际，根

据土地流转户的意愿，对土地流转户较多的村民小组，以村组或

片区为土地流转方，流转户的土地流转面积经核实汇总，且流转

费相同的，合并为一个流转合同，由村组负责人或委托的代表人

与种植户签订，并附土地流转面积明细作为合同附件，从而减少

合同签订数量，简化合同签订手续。二是严格审查合同流转期限。

村（社区）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审查土地流转合同中承包年限，使之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三是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的内容。在合同中的

甲乙双方的权利与责任约定中，可明确种植户（乙方）未按时支

付土地流转费应承担相关的责任，避免重复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如需另签土地流转费支付承诺书或责任状，则不使用土地流转合

同名称，防止和避免产生争议和合同纠纷。

（三）多措并举，调动种植户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稳定种

植面积。一是广泛宣传发动，鼓励农户种植双季稻。二是引进和

推广优质水稻品种，提高粮食产量。要引进和推广适应本地气候

条件，具有抗倒伏、抗病虫害、产量高、口感好等优点的优质水

稻品种，助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

继续执行省级现行推广优良种子补贴、机插机抛秧补贴、稻谷目

标价格补贴、普惠制结余资金直接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区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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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赫山区 2023 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决策

（10 分）

项目申报

（7分）

项目申报 2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项目是否已经列

入规划或工作计划；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①按规定的程序设立，计 0.4 分；②列入部门工作计划，计 0.4 分；

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计 0.4 分；④符合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符合专项资

金支持的方向、重点和范围，计 0.4 分；⑤申报前、中，经党委会局

务集体研究，计 0.4 分。否则，酌情扣分。

2

绩效目标 5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具体的绩效指标；②是否

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是否与项目年度

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⑤遵循科学性、重要性、经济性、

关联性原则。

①有目标，计 1分；②目标明确，细化量化良好，量化指标为 2个，

计 1分；2个以下不计分；③目标与资金匹配良好，逻辑关系明确，

计 1分；④遵循四个原则，计 1分，否则，酌情扣分。

5

资金分配

（3分）

分配办法 1 ①分配办法是否健全、规范；②因素选择是否全面、合理。
①分配办法健全、规范，计 0.5 分；1例不符合扣 0.1 分；②因素选

择全面、合理，计 0.5 分；1例不合理扣 0.1 分。
1

分配结果 1 实际分配是否符合办法要求，结果是否公平、合理。
实际分配符合办法要求，结果公平、合理，计 1分；1例不符合扣 0.1

分。
1

结果公示 1

①资金分配结果是否在公开渠道进行公示；②公示是否及

时；公示期是否达到要求；③公示内容准确；④公示内容

完整。

①资金分配结果在公开渠道进行公示，计 0.5 分；②公示及时；公示

期达到要求，公示内容准确、完整，计 0.5 分。否则，酌情扣分。
1

项目管理

（40 分）

预算执行

（4 分）
执行进度 4

预算执行进度=截止预算年度 12 月底已完成投资的预算

项目资金/预算*100。

①11 月底前下达的，12 月底完成 100%，计 4分；每下降 1%扣 0.2 分，

扣完为止。②12 月底下达的，3月 30日前完成 100%，每下降 1%扣

0.2 分，扣完为止。

4

预算调整

（4 分）
预算调整率 4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金额/年初预算金额 预算调整率低于 5%计 4 分，按比例每上升 1%扣 0.2 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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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管理

预算结转
结余结转资

金规模
3 结余结转率=年末结余结转资金金额/年初预算金额 结余结转率低于 5%计 3 分，高于 5%，按比例每上升 1%，扣 0.2 分。 3

组织管理

（17 分）

政府采购 4 ①政府采购手续齐全；②应采尽采；③合同规范。
①政府采购手续齐全 1分；②应采尽采 2分；③合同规范 1分，按比

例每下降 1%扣 0.1 分；④有不良记录或被投诉属实本项不得分。
4

投资评审 4 ①标底评审；②结算评审；③决算评审。
①标底评审 0.5 分；②结算评审 3分；③决算评审 0.5 分。按比例每

下降 1%扣 0.2 分
4

管理制度 4

①是否制定业务管理的相关制度；②是否制定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③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④是否

按项目管理制度执行；⑤是否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与汇

报，是否对项目的跟踪、监督、整改。

①制定业务管理的相关制度0.8分；②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0.8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0.8 分；④按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0.8 分；⑤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与汇报，对项目的跟踪、监督、整改

0.8 分。否则，酌情扣分。

4

绩效自评 5

①是否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②绩效自评报告报送及

时；③绩效自评报告的综合评审等级；④绩效自评报告是

否完整，数据是否全面、真实、准确；绩效指标是否细化

量化和科学合理；绩效自评反映的问题是否具体，意见是

否可行。

①评审为优，计 5分；②评审为良，计 4分；③评审为中，计 2.5 分；

④评审为低，计 1分；⑤评审为差，计 0分。
5

资金管理

（12 分）

资产管理 4
①资产是否保管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②资产处置

是否规范，收入及时上缴。

①资产配置合理、保管完整，账物相符的，计 1分；②资产有偿使用

及处置收入及时上缴，计 1分；③有明确的资产配置预算或计划，报

批手续完整，计 0.5 分；④不超资产配置标准，计 1分，发现一例超

标准的本项不得分。

4

资金使用 4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支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

序和手续；③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评估论证；④是否符

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⑤是否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⑥是否存在重复申报项目，

虚报冒领资金。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资金的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计 1分，1 例不符合扣

0.2 分；②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评估认证，计 1分，1例不符合扣 0.2

分；③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计 1分，1 例不符合扣

0.2 分；④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不存在重复

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计 1分，1 例不符合全扣；⑤违规情况严重

的在总分上加扣 10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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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管理 会计信息 4

①真实性：项目实际发生支出的会计核算是否真实；②完

整性：项目资金投入、支出、资产等会计核算资料的完整

性；③及时性：各类会计核算资料提供的及时性，已经完

成项目是否及时进行决算与审计，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是

否及时登记入账等情况；④准确性：项目实际发生支出的

会计核算是否准确规范。

①项目实际发生支出的会计核算真实、准确和规范，计 1分，1 例不

符合扣 0.2 分；②项目资金投入、支出、资产等会计核算资料的完整，

计 1分，1 例不符合扣 0.2 分；③各类会计核算资料提供的及时，已

完成项目及时进行决算与审计，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及时登记入账等

情况，计 1分，1例不符合扣 0.2 分；④往来处理及时，计 1分，发

现 3年以上应收款 1例倒扣 0.2 分，扣完为止。

4

项目产出

（24 分）

产出数量 完成数 6
完成赫山区 13 个乡镇耕地地力 200 亩及上双季稻种植户

共 352 户结余资金 100%发放。

结余资金发放率 100%，计 6 分，每欠 1%扣 0.1 分，直至扣完本项指

标分。
6

产出质量

补贴对象准

确性
2 补贴对象全部为双季稻种植户。

补贴对象全部为双季稻种植户，计 2 分，出现 1户不符合，扣 0.5 分，

直到扣完本项分。
2

补贴面积准

确性
2 不符合条件的耕地均不予补贴，补贴面积准确率 100%

补贴面积准确率 100%，计 2 分，每欠 1%，扣 0.1 分，直至扣完本项

分。
2

资金发放程

序规范性
4

补贴程序符合要求（农户申报，村组和乡镇逐级面积核实，

农户、村组长和驻村干部签字，村组、乡镇逐级公示、区

级审批批复）。

补贴程序符合要求，计 4分，每有 1项/户不符，扣 0.1 分； 4

档案资料完

整性
2

①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率 100%，合同内容规范，流转面积

与合同附件面积相符；②档案管理规范，村（社区）建立

管理台账，补贴资料完整，乡镇（街道）有管理台账（流

转合同，补贴审核汇总资料）。

①土地流转合同签订率 100%，合同内容规范，流转面积与合同附件

面积相符，计 1 分，每有 1 例不符，扣 0.2 分；③档案资料健全，计

1分，乡镇（街道）村（社区）每有 1个不规范，扣 0.2 分。

1.2

产出时效
补贴资金发

放到户时间
4 2023 年 12月 30 日前资金发放到位率 100%。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资金发放到位率 100%，计 4分，每欠 1户扣 0.1

分。
3.4

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 4 按补贴标准发放，未超补贴预算。
按补贴标准发放，未超补贴预算，计 4分，补贴发放超出预算，每超

1%，扣 0.2 分。
4

项目效益

（26 分）
社会效益

提高水稻

生产能力
3

通过开展耕地地力保护资金补贴项目实施，促进全区粮食

生产的持续增长，确保全区粮食安全，

全区 2023 年稻谷总产量较 2022 年有提高，计 3分，较 2022 年持平，

计 2分，未提高，不计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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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效益

双季稻播种

面积目标完

成

3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年度计划目标，目标完成率=实际完成

数÷预定年度目标数×100%
目标完成率 100%，计 3 分，每欠 10%扣 0.2 分。 2.4

提供就业岗

位
2 种植大户为农村富余人员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劳务收入

提供农业生产技术管理岗位 500 人及以上，计 2分，300～350 人计

1.5 分，250～300 人计 1分，200～250 人计 0.5 分。
2

生态效益

提升耕地地

力
3

耕地质量总体不降低，土地产出率（单产产量）较 2022

年有提高。

耕地质量总体不降低，土地产出率（单产产量）较 2022 年有提高，

计 3分，未提高，不计分。
3

增强农户

耕地资源

保护意识

3

通过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调动农民增强农业生态

资源保护意识，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

地地力。

①农户、种植户对耕地生态保护知识知晓率（科学用肥、用药、病
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综合措施）达 95%以上计 2分，80%～94%，

计 1分。②耕地生态保护意识强，自觉科学施肥、用药、病虫害绿色

防治，无土壤污染，计 1分。土壤污染受到环保部门、自然资源部门

通报计 0分

3

可持续影

响

保障粮食安

全持续影响
4

调动农户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

量，维持粮食价格的平稳，实现“藏粮于地”，保障粮食

安全。

双季稻种植面积增加或减少，稳定在 2022 年水平或有增加，计 2分，

出现减少的，每减少 5%，扣 0.1 分。2024 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2023 年

水平或有增加，计 2分，出现减少的，每减少 5%，扣 0.1 分。

3.7

服务对象

满意程度

农户对补贴

政策知晓率
2 抽访农户对补贴政策知晓率 95%以上

调查受益农户政策知晓率达到：①95%（含）以上满意的，计 2分；

②85%（含）-95%的，计 1 分；③60%～85%的，计 0.5 分。60%以下不

计分。

2

农户对补贴

政策落实满

意度

6 抽访农户对补贴政策落实满意度 95%以上

通过开展调查受益农户满意度达到：①95%（含）以上满意的，计 6

分；②90%（含）-95%的，计 5分；③85%～90%的，计 4分。70%～85%

计 3 分，65%～70%计 2 分，60%～65%计 1 分，60%以下不计分

6

合计 100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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