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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乡村振兴局2022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绩效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得分

为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全面了解项目

进展、资金使用、执行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和综合效果，根据《咸

安区关于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的通知》咸财绩函[2023]2 号文

件，我事务所接受咸宁市咸安区财政局的委托，对咸安区乡村振

兴局2022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项目

从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该项目综合绩效评分为87.74 分，评价结果级别为：良。评

价指标得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绩效评价结论一览表

评价准则 评价权重 评价得分 得分率 评价等级

决策 14 11.5 82.14% 良

过程 18 15.84 88.00% 良

产出 34 32.9 96.76% 优

效益 34 27.5 80.88% 良

总分 100 87.74 87.74%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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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咸安区乡村振兴局 2022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预算项目属于延续性项目，责任主体单位是咸宁市咸

安区乡村振兴局，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达到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目的，有效衔接短板弱项，加大了地区农业特色优势

和产业支持力度，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逐步建立乡

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1、执行率情况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鄂财农发[2021]67

号文下达中央及省级财政衔接预算资金 2183 万元，鄂财农发

[2022]19 号文下达省级财政衔接预算资金 66 万元，共计 2249

万元。

2022 年 4 月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到位 2136 万元，11 月到位

40 万元，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11 月到位 66 万元，资金到位较及

时，资金到位率为 99.69%。由于疫情防控等不可抗因素，导致

项目进度滞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央衔接资金执行 2136

万元，执行率为 94.98%。2023 年 1 月村级财务完成报账，中央

衔接资金执行 40 万元，省级衔接资金执行 66 万元。

本项目下达资金共计 2249 万元，资金到位并执行共计 2242

万元，执行率为 99.69%。

2、完成的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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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项

目主要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活动三

个方面展开工作，完成的绩效目标如下：

产出目标完成情况：

（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计划公益岗位设置个数≥

1300个，实际提供公益岗位数1300个；雨露计划目标补助≥2200

人次，实际完成补助 2482 人次；计划农作物奖补面积≥20 亩，

实际完成农作物奖补面积 26 亩；计划畜牧奖补生猪数量≥5 头，

实际完成奖补生猪数量 8 头。

（2）产业发展：新建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目标面积≥11500

平方米，实际新建 12800 平方米；新建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目标里

程≥2000 米，实际新建 2500 米；楠竹加工厂附属设施建设目标

数量≥1 个，实际建设数量 5 个；林场果园计划建设面积≥50 亩，

实际建设 50 亩。

（3）乡村建设活动：计划新建改扩建交通道路里程≥16 公

里，实际新建扩建 16.5 公里；计划禾场硬化数量≥1 个，硬化

面积≥5000 平方米，实际禾场硬化数量 7 个，新建禾场硬化面

积达 6550 平方米；村湾整治目标≥7 处，实际已整治 10 处；桥

梁维修建设目标≥2 座，实际维修建设 7 座；塘堰整治面积目标

≥5000 平方米，实际整治 8000 平方米；沟渠整治计划数量≥1

个，实际完成整治 8 个；沟渠整治及挡土墙计划建设长度≥1000

米，实际建设 41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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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特色产业成活率 95%，养殖业特色产业成活率 95%，

均高于目标值 90%，基础设施建设验收合格率 100%，产业发展项

目验收合格率 100%，项目完成及时率 94.98%，单个产业类、基

础建设类投资未超标，补助资金未超标发放。

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完成值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

设置公益岗位个数 ≥1300 个 1300 个

雨露计划补助人数 ≥2200 人次 2482 人次

农作物奖补面积 ≥20 亩 26 亩

畜牧奖补生猪数量 ≥5 头 8 头

产业发

展

新建产业发展配套设施面积 ≥11500 平方米 12800 平方米

新建产业发展配套设施里程 ≥2000 米 2500 米

楠竹加工厂附属设施建设数量 ≥1 个 5 个

林场果园建设面积 ≥50 亩 50 亩

乡村建

设活动

新建改扩建交通道路里程 ≥16 公里 16.5 公里

禾场硬化数量 ≥1 个 7 个

新建禾场硬化面积 ≥5000 平方米 6550 平方米

村湾整治 ≥7 处 10 处

桥梁维修建设 ≥2 座 2 座

塘堰整治面积 ≥5000 平方米 8000 平方米

沟渠整治数量 ≥1 个 8 个

沟渠整治及挡土墙建设长度 ≥1000 米 41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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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目标完成情况：

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三个

方面：

一是奖励补助类，通过对公益性岗位、雨露计划、产业进行

奖励和补助，提供了就业方向和就业机会，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扶助贫困在读学生，防止家庭因学再度返贫，巩固了脱贫攻坚的

成果。公益性岗位为就业困难群体解决了实实在在的生计问题，

为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雨露计划补助对象

分布在各乡镇，受益覆盖面广，社会反响较好；产业奖补资金促

进了政策的落地和起效，为特色产业起到了帮扶和保障作用。

二是产业发展类，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扶植

农产品产业，通过产业链条盘活了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解决就业问题，逐步提高人均收入，振兴乡村产业和集体经济。

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局以农村资源为依托，

结合各乡镇的资源特点，通过着力水产品、楠竹、木材、粮油、

奶羊等特色产业发展，缓解了“燃眉之急”，在解决就业问题和

发展集体经济上已初见成效。

三是基础设施类，通过实施沟渠清理、村湾整治、桥梁维修、

禾场硬化、道路维修拓宽新建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逐步

改善了各村镇的交通出行条件及生活环境，同时对经济发展“引

进来，走出去”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对双溪桥镇、汀泗桥镇、

官埠桥镇等乡镇实施村湾整治、桥梁建设、河道维修、禾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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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改善了居住环境和乡村面貌，解决

了出行难的现实问题，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也为招

商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给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和新方

向。

通过对受益群体进行走访、调查，发现群众对项目实施的满

意度为 98.5%，整体满意程度较高。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咸安区乡村振兴局 2022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基本完成，无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存在不足

从项目的执行情况来看，子项目如新建改扩建交通道路里

程、桥梁维修建设、林场果园建设面积、公益岗位数等计划和实

际完成数相差不大，预算较合理。但部分子项目的完成情况与预

算相差较大，资金与指标匹配程度不够，如“雨露计划”分配资

金 340 万元，按照 1500 元/人次标准发放补助，计划补助不少于

2200 人次，实际补助人次为 2482，实际补助金额 372.3 万元，

与计划补助相差 282 人次，与计划分配资金相差 32.3 万元，且

实际发放补助资金中鄂财农发[2021]67 号列支 162.3 万元，剩

余从其他资金中列支，资金文件支付金额与补贴人次匹配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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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他如禾场硬化计划完成数量大于 1 个，实际完成数量为 7

个，塘堰整治面积计划完成大于 5000 平方米，实际完成 8000 平

方米 ，完成数量与计划数偏差较大，资金配比不足，其原因是

设置指标和制定计划时，是将中央、省级、区级资金一起统筹规

划，部分子项目仅从中央及省级资金支付是不够的，短缺资金从

区级统筹、其他子项目结余资金中重新分配和列支。

2、调研和统计工作存在不足

项目完成的情况也反映出局级和各乡镇工作中的一些不足。

由于前期调研和统计工作的不到位，计划不准确，实际完成和计

划指标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的问题，与预

算计划偏离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实际执行时结余过多会导致资

金的闲置、占用和浪费；二是实际执行时资金短缺，则需要进行

资金的变更和重新分配。变更审批等一系列的流程耗时较长，直

接影响到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会压缩或者拖延项目进度，进

而对完成时间和质量造成影响。这两种情况都是与绩效管理的本

质相悖的。

为做好“雨露计划”工作，确保对补助对象做到应补尽补，

乡村振兴局和各乡镇积极进行“查缺补漏”及时纠正，如通过“雨

露计划回头看”自查机制，发现有五十几人补助遗漏发放和少量

需追回的情况，虽于 2023 年 1 月份进行补发，但也导致成本增

加，绩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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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在设置指标的配比和结构时，有“重产出轻效益”的弊端，

产出方面仅数量指标就有 16 个，质量指标 4 个，效益方面总共

5 个指标，细化程度不相匹配。

部分指标设置不合理，如成本指标里补助类不适用成本指

标，因为补助类项目大多数属于有既定标准、定额发放，故不存

在“节约”及成本效益。产业类和基础设施类项目适用成本指标，

（实际完成投资金额-计划投资金额）/计划投资金额<0,则视为

“降本增效”。

另一方面，数量指标过于保守，甚至过低，且指标设置时侧

重于当年的数和量，没有和上一年度进行对比，也没有和平均水

平或相关标准进行对比，无法突显指标的优化和进步。

4、对产生效益的广度和深度分析不够

通过对各乡镇项目材料的整理分析以及实地走访调查发现，

乡村振兴局和各乡镇对于补助、脱贫的人数和对象等数据掌握的

比较完整，各项脱贫措施、产业政策的介绍也比较详细，但对不

同的扶贫产业给贫困人口带来收入的影响缺少有效、可信的分

析，可持续效益年限缺乏佐证材料。项目的实施对乡村经济、困

难群体产生的积极作用目前仅停留在定性的层面，如困难群众经

济收入稳步提高，脱贫攻坚成果逐步巩固等，并没有定量的数据

作为支撑依据，如困难群体年收入是否达到当年脱贫标准，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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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标准的比例，与往年收入对比是否增加以及增加的幅度；农产

品产业的发展趋势是否良好，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是否能在一定

时间内稳定提供或逐年增加就业岗位；多种特色产业在振兴乡村

经济中各自所占的比例，以及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值，通过分析发

现产业发展的侧重点和薄弱环节。

5、重“硬”实力，轻“软”实力

项目的资金和精力大部分投入到“硬”实力中，侧重硬件投

入，基础建设，在“软”实力上的投入不够。一是文化政策宣传

方面，尤其经济基础差的乡村，文化阵地薄弱、文化设施落后、

文化活动贫乏，对政策和新生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弱；二是

人才储备方面，目前乡村的人口结构老龄化现象突出，即使有好

的产业项目，没有人才，也无法发展起来；三是规划和创新方面，

各村镇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相互之间缺乏“联动”，

以传统方式经营产业是行不通的，缺乏长远的规划和创新意识是

乡村振兴道路上的重大阻力。

（四）改进建议

1、充分做好调研和统计工作，完善自查和监督机制

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执行的可行性和监督问效的可

追溯性，把准备工作做在前面，通过充分做好前期调研和统计工

作，总结上一年的优点和不足，完善数据电子化、动态化管理，



— 10 —

各乡镇应将变化和更改的内容及时上报乡村振兴局，同时实施全

面自查、互查，群众监督，引入第三方等工作机制，避免出现重

大偏差和重复、二次工作，出现问题及时作出响应和调整，避免

对预算编制、资金分配、项目执行和组织管理各环节产生一系列

不良影响，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进一步降本增效。

2、指标设置进一步优化，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

该项目在制定和设计绩效指标时存在配比结构不科学、保守

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完成甚至超预期完成任务，实际上是指

标缺乏科学合理性所导致的假象。预算绩效管理是个动态的、不

断优化进步的过程，十分注重结果的反馈和应用。缺乏横向、纵

向的比较，就无法发现自身的问题，很难有长足的进步，必须建

立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

由于该项目属于延续性项目，建议在设计指标体系的时候，

可以考虑从纵向（与以往年度）和横向（与标准或类似村镇）两

个维度进行对比，同时平衡“量”和“质”，即产出和效益两类

指标，通过比较和分析，发现优势和不足，进一步加强结果应用。

形成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

结果有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

3、立足产业发展，拓宽渠道，建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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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府补助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是很有限的，其本质是一种

社会救助手段，体现的是政府对贫困群体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担

当，乡村振兴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产业的发展。

目前咸安区各乡镇的农产品产业以传统、劳动密集型居多，

产品单一，规模较小，标准化、品牌化程度较低，宣传销售渠道

不畅，经济效益不高，对当地就业和人民收入的改善十分有限。

可以从特色、地标性产业着手，基础建设与产业配套，建立

产业标准和质量体系，引入互联网“基因”，拓宽渠道，逐步形

成集种植、生产、加工、流通、运营、营销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提供优质的产品，形成品牌效应。

4、打开格局增强交流，硬软实力两手抓

从资金的流向来看，项目在硬件设施，基础建设上的投入比

重较大，在“人文”软实力方面比较薄弱，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

且在村与村之间存在隐形的壁垒和地方保护。建议在进行规划

时，要在产业和基础建设的同时兼顾人才和文化方面的投入，积

极参与产业行业交流，寻找新的方向、新的增长点，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开格局将各村镇的资源进行整合、优化配

置、形成网络，充分发挥局、乡、镇合力，实施上下联动、横向

互动，布局新农村，引进和回流人才。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和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之外，鼓励和扶植如

返乡青年、未就业大学生、残疾人等群体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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