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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

（2020 年 3 月 15 日）

一、概况

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

全县农机发展规划、新农机具推广应用、农机教育培训、农机产

品质量监督、农机惠农政策实施和农机安全监理等方面的工作。

机关核定编制 15 人，领导班子 3 人（1 正 2 副）。中心下设一室四

股一所三站（办公室、人事教育股、科技质量股、财务股、农机

监督管理股、农机安全监理所、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站、能源物

资供应站和农机物资供应站）。现有在编在岗人员 87 人(其中：机

关在岗 14 人、监理所在岗 9 人、农机推广站 28 人、能源物资供

应站 25 人、农机物资供应站 11 人),退休人员 57 人。

2019 年农机化重点工作:

1、持续稳定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工作。2019 年，我中心继续严

格按照桃江县人民政府制定并下发的《桃江县 2019-2020 年农业

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认真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共计发放

购机补贴资金 679.433 万元。补贴各类机具 519 台，受益户 206

户，在农业农村局纪检组的全程监督下，农机、财政在全县各乡

镇联合开展机具复核，机具复核比例达到 50%以上。

2、持续实施“千社工程”农机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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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建碧海农机化服务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奎农机化服务水

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5 家省级现代农机合作社、德德农机化服务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爱亮农机化服务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3

家省级现代农机示范社。创建同时不断引导其发展、壮大。大力

推行农机“一条龙”作业、合同订单作业服务。为农民群众通过

农机化实现规模经营和增加收入搭建平台。不断提高对外作业服

务能力，增强合作社综合发展实力。全县基本实现了农机合作社

不留空白乡镇，全面辐射和带动周边农户，形成规模效应。目前，

全县农机化经营服务总收入 9467.7 万元，同比增长 21%。

3、着力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重点推广水稻、油菜全程

机械化生产。2019 年，我中心圆满完成全县早、中、晚水稻机插

面积 25.99 万亩；基本实现水稻、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水稻、

油菜生产机耕、机插、机收、机械质保、机械转运、机械烘干等

环节农业机械及设施齐全，通过水稻、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的推

广以及“千社工程”的合作社建设，成功推广各类新型适用机具

1000 余台；同时以农机“三减量”契机，使我县对飞防减药、精

施减肥、转化减污的新理念新机具新技术得到广法应用，抓好关

键环节技术培训和现场演示，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4 期，培训实

用技术人才 225 人，为确保机具高效使用提供人才支撑。

4.多举措夯实农机安全生产工作。2019 年，桃江县农机事务

中心多举措夯实全县农机安全生产，一是强化宣传教育。利用该

县广播、电视、短信、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横幅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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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十大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等

专项行动，大力宣传农机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切实让农机

交通安全常识深入人心。2019 年，农机系统悬挂宣传横幅 34 条，

张贴宣传标语 360 条，出动宣传车 20 台次，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份，赠送各类农机专业书籍和法律法规手册 1800 本，二是强化源

头管理，抓实农机年度检审。2019 年年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844

辆，办理新车上户 248 台；三是抓隐患排查治理。积极组织农机

监理员对全县农机合作社、种粮大户、经销商等隐患较多的地方

开展督查工作。重点对事故易发区域、农业机械作业状况、安全

生产台账开展检查，并督促整改到位。四是开展多样化、规范化

培训。进一步加强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培训和考试，培训不流

于形式，考试更是严格把关，确保驾驶操作人员具备过硬的技能，

2019 年中心共组织驾驶员培训与考试 12 期，培训机手 159 人。

5.成功举办湖南省首届竹林机械技术推广演示会。11 月 29

日，由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承办的湖南省首届竹林机械技术推广

演示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次演示现场观摩人数达 300 多人，湖

南卫视、湖南经视、湖南日报、三农网、红网、湖南科技报、人

民交通网等多家媒体全程跟踪报道。这次演示会的举办有力助推

了湖南千亿产业发展，将桃江竹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县的重要引

擎。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2019 年收入总计 939.3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756.4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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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它收入 27.97 万元,上级财政 155 万元。上年结转 93.36 万

元。全年总支出 982.31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26.34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9.8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28.55万元，

三公经费 9.2 万元，其它支出 4.33 万元，项目支出 155 万元,经

费结余未交能源、农机物资两站社保及职业年金 50.43 万元。

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工作制度执行。其

中重大项目制定了相关的资金使用办法，如农机购置补贴、机插

秧、现代农机合作社资金管理办法等。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经费由

实施的相关股、站按要求通过财政专户直接拨付到乡镇财政所；

机插秧面积补贴及机具由相关股、室核实并公示后打入农户“一

卡通”帐户，中心纪检联络员全程监督。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19年部门整体项目支出 155万元(其中千亿竹产业机械化项

目 30 万元，油菜示范基地及购机补贴工作经费项目 20 万元，现

代农机合作社建设项目 105 万元)。

2019 年 3 月成功申报湖南省千亿竹产业机械化项目，桃江县

作为项目试验示范县，配合省农机事务中心制定了“竹子机械化

生产技术路线”， 该技术路线已通过专家论证评审，按照该技术

路线，桃江县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站制定了竹产业机械化项目实

施方案，选择桃花江镇国有林场和黄金塘竹笋生产专业合作社作

为项目实施试验示范基地，引进相关竹林机具在基地进行适应性

验证、小范围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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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省竹林机械化生产示范县，在举办单位湖南省林业局

和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的指导和协助下，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作

为具体执行单位，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在桃江县崆峒村黄金塘召

开了“全省竹林机械化技术推广与安全生产培训暨现场演示会”，

涉及砍伐、运输、植保、除杂、抚育、预处理等诸多竹林机械化

生产环节，推广了如轻便油锯、锂电池电链锯、竹林微耕机、竹

木缆索式拖拽机、植保多旋翼无人弥雾机、电动割灌机、竹枝粉

碎机、水平带及割竹梢等 30 余种机具及先进竹林经营理念。

2019 年 10 月 11 日在县农机事务中心举办了“2019 年桃江县

竹林机械化生产技术培训会”，培训竹林机械操作手及竹笋专业合

作社人员 45 名。

通过演示和技术培训，把一批新型竹林机具及相关技术在全

省全县范围内做了一次宣传推介，并有山农购机投入使用。

为了巩固我县实施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成

果，有效实施好今年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工作，进一

步提升我县水稻机械化生产作业水平，根据省、市业务主管部门

的要求，特制定了 2019 年桃江县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推广工作

方案，方案设定了目标任务及主要措施，同时将水稻机插育秧技

术培训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范围，全年机插秧培训达 120

人以上，全面推广新技术、新设备。对全县规模种植机插秧大户

（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进行了现场验收，汇总后年底由财政部

门把相关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农户 “一卡通”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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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联合行文印发了《桃江县

2019 年现代农机合作社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桃农联

[2019]9 号），精心指导建设新的现代农机合作社，5 家合作社已

通过县、市验收，并成功申报 3 家省级示范合作社。

2019 年，我县按照《桃江县 2018-2020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实施方案》的通知，调整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是省级财政部门直接将补贴资金下拨到县级财政

部门国库股统一管理，县财政局农财股设立补贴资金明细账户进

行单独核算。农机、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对补贴资金审核后，由

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到农户。每批补贴资金发放后，

财政、农机部门及时核对相关账务并进行公示，定期接受财政监

督、审计部门的检查，资金管理基本合规、安全。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19 年，根据我中心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围绕县委、

县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

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

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

(一)、经济效益评价

1、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

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 100%；“三公”经费预算总额较上

年减少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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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算执行方面。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除专项预

算的追加和政策性工资绩效预算的追加外，本年部门预算未进行

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三公”经费总体控制较好，未超本年预算

和上年决算支出。

3、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定期进行了盘点和

资产清理，总体执行较好。

4、为规范项目管理 ，确保项目质量，制定了项目管理制度，

与项目实施单位签订了项目施工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强化了项目资金的管理，在项目资金的管理上严格做到“专帐管

理、专款专用”，项目资金统一由县财政管理，项目完成后组织验

收后再由财政直接支付。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中心 2019 年度评价

得分为 97 分。

（二）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

我中心年初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单位的正常工作运

转。我中心在执行上严格遵守了各项财经纪律，在千亿竹产业项

目、油菜示范基地及购机补贴经费项目、现代农机合作社建设项

目完成的基础上进行了后续跟综服务，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严格

按农机事务中心工作制度。其中：按一般行政事业项目，由实施

相关股站按项目要求办理，取得相关资料，中心纪检联络员全程

监督，办理直接支付，基本做到了专款专用。在农机专项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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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使用上，严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道德底线。

（三）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

在 2019 年民主测评中，满意度为 100%。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县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工作方案、评价指标。我们

组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对2019年度农机系统整体支出进行了评价

工作，绩效评价工作主要有：

（一）核实数据。对 2019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

真实性进行核实。

（二）查阅资料。查阅 2019 年度预算安排、非税收入、预算

追加、资金管理、经费支出、资产管理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

证。

（三）实地查看。现场查看实物资产等。

（四）结合整体支出评价要求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汇总。

（五）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结合评价得分评价结果为良好。2019 年的项目按期完成顺利

通过验收，各项年初绩效目标基本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所提

高，项目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基本健全规范，未发生违法违规问

题。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2019 年基本支出超出年初预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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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我中心下属两个自收自支的单位社保、职业年金只

交到了 2018 年底，医保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等无着落，专项资金

在使用情况上存在挤占现象。

（三）资产管理方面对历年呆账的清理不及时、不彻底。有的

呆账，账龄很长，账面有记载，而实际已不存在或者无法收回，

也没有进行清理报废，影响了资产资金的管理。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强化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

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二）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专帐，年初制定资金支出方案，无

特殊情况不得突破和挤占。

（三）加强财务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清理呆帐，

加强资产管理。

（四）继续抓好“三公”经费的控制管理。

附件:1、桃江县 2019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桃江县 2019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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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江县 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单位名称（盖章）：桃江县农机事务中心 填报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金额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年初预算

支出计划
收入来源

实际支出
结转结余情况

基本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情况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小

计

上

年

结

转

结

余

上

级

财

政

县

级

财

政

其

他

小

计

工

资

福

利

支

出

商

品

和

服

务

支

出

对

个

人

和

家

庭

支

出

资

本

性

支

出

其

他

支

出

三

公

经

费

支

出

项目

名称

小

计

工

资

福

利

支

出

商

品

和

服

务

支

出

对

个

人

和

家

庭

支

出

资

本

性

支

出

其

他

支

出

三

公

经

费

支

出

小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662.7

1

545.

41

117

.3

1032

.74

93.3

6
155

756.

41

27.9

7

982.

31

426.

34

328.

55

58.8

9

4.3

3
9.2 155 155

50.4

3

50.4

3

现代合作社 105 105

油菜示范 10 10

农机补贴 10 10

竹林产业 30 30

注：单位有多个大额项目的，请按项目分别填列。

填 报 人 ：莫佳祥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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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桃江县 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评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说明
分
值

自评
得分

审核
得分

投入
（20 分）

设定
目标

（10 分）

绩效目标

合理性

（5分）

部门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是否充

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与部门履

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

1、是否设立年度绩效目标，目标是否明确； 2 2

2、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
1 1

3、是否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 1 1

4、是否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 1 1

绩效指标

明确性

（5分）

部门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

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1、指标设置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2 2

2、指标值的设置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和

相关要求；
1 1

3、是否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1 1

4、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 1 1

预算
配置

（10 分）

在职人员

控制率

（3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在职人员数（以实际享

受部门工会待遇的人数为准）与编制数

的比率，反映部门人员成本控制程度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大于

1的视情况扣分。
3 3

“三公经费”
变动率

（3分）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与上年度

“三公经费”预算数的变动比率，反映部

门控制重点行政成本的努力程度。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

“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大

于 0的计 0分，等于 0的计 3分，小于 0的计 4分。

3 3

重点支出

安排率

（4分）

部门本年度预算安排的重点项目支出与

部门项目总支出的比率，反映部门履行

主要职责或完成重点任务的保障程度。

重点支出安排率=（部门年度预算安排的重点项目支出

总额/项目总支出总额）×100%。80%及以上计满分，60%

及以上计 3分，40%及以上计 2分，40%以下的计 1分。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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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说明
分
值

自评
得分

审核
得分

过程
（40 分）

预算
执行

（15 分）

预算
完成率
（2分）

部门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
率，反映部门预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100%。按比例计

分。
2 2

预算
调整率
（4分）

部门本年度预算调整数（因落实国家政政
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县委县政
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与预算数
的比率，反映部门预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率=（部门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

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预算数）×100%。无调整的计满

分，有调整的视情扣分。

4 4

支付
进度率
（2分）

部门实际支付进度与既定支付进度的比
率，反映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程度。

支付进度率=（实际支付进度/既定支付进度）×100%。
支付进度同步的计满分，不同步的视情扣分。

2 2

结 转
结余率
（1分）

部门本年度结转结余总额与支出预算数
的比率。

结转结余率=结转结余总额/支出预算数×100%。结转结

余率过大的视情扣分。
1 1

公用经费
控制率
（2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
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反映
部门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

用经费总额）×100%。控制较好的计满分，控制不好的

视情扣分。

2 2

三公经费
控制率
（2分）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
算安排数的比率，反映部门对三公经费
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

费”预算安排数）×100%。控制较好的计满分，控制不好

的视情扣分。

2 2

政府采购
执行率
（1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初政
府采购预算的比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

数）×100%；执行较好的计满分，执行不好的视情扣分。
1 1

投资评审
执行率
（1分）

部门本年度实际进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
额与应进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额的比
率。

投资评审执行率=实际进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额/应执

行投资评审的项目金额×100%；按执行比率计分。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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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说明
分
值

自评
得分

审核
得分

过程
（40 分）

预算
管理

（18 分）

制度管理
（6分）

部门为加强目标管理、预算管理、规范
财务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
整，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
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1、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具有或制定预算
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内
部控制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

2 2

2、相关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1 1

3、相关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1 1

4、制度执行机构是否健全； 1 1

5、是否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机制运行是否有效。 1 1

资金管理
（6分）

部门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
管理制度的规定，反映部门预算资金的
规范运行情况。

1、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 2

2、资金使用是否符合预算批复的用途； 1 1

3、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论证； 1 1

4、资金拨付是否程序规范、手续齐备； 1 1

5、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1 1

绩效管理
（4分）

部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贯彻绩效理念采

取的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为提高

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的努力程度。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绩效管理制度； 1 1

2、是否有绩效管理的职能部门和人员； 1 1

3、绩效管理制度是否有效落实； 1 1

4、是否按要求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1 1

信息公开
（2分）

基础信息是否完善，是否按照政府信息
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信息。

1、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1 1

2、是否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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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说明
分
值

自评
得分

审核
得分

过程
（40 分）

资产

管理

（7分）

制度

健全性

（2分）

部门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

为是否有健全完整的管理制度，反映部

门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

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1.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合法、合规、完整的资产管理制

度；
1 1

2. 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1 1

资产管理

安全性

（4分）

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资产是否

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

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1、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法合规，保存是否完整，是否

账实相符；
1 1

2、资产是否及时登记入资产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统与

账务系统是否按时对账，两账相符；
1 1

3、资产配置是否合理，是否得到有效利用； 1 1

4、资产处置是否规范，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1 1

固定资产
利用率
（1分）

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

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部门固定资产使

用效率程度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100%。利用较好的计满分，利用不好的视情

扣分。

1 1

产出

（20 分）

职责

履行

（20 分）

实际
完成率
（5分）

部门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工作数与计划

工作数的比率。

实际完成率=（年度或规划期内实际完成工作任务数/

计划工作数）×100%。按比例计分。
5 5

完成
及时率
（5分）

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

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

完成及时率=（及时完成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

×100%。按比例计分。
5 4

质量
达标率
（5分）

达到质量标准（绩效标准值）的实际工

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

×100%。按比例计分。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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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说明
分
值

自评
得分

审核
得分

产出

（20 分）

职责

履行

（20 分）

重点工作

办结率

（5分）

部门年度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与计划数

的比率。

重点工作办结率=（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交办或下达

数）×100%。按比例计分。重点工作是指党委、政府、

人大、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

5 4

效果

（20 分）

履职

效益

（20 分）

经济效益

（5分）

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

或间接影响。
此三项指标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

性化指标进行评价评分。

5 5

社会效益

（5分）

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

或间接影响。
5 5

生态效益

（5分）

部门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

或间接影响。
5 4

服务对象

满意度

（5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

满意程度

部门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等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象对部门完成工作或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
5 5

总 分
10

0
97

填报人：莫佳祥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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