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绩效自评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全年预算数（万元）

1 2022“大化坪杯”霍山县黄茶斗茶技能大赛活动 9.40 

2 2021年安徽省规模化集约化蚕桑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56.00 

3 2022第五届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茶叶加工赛安徽选拔赛 15.30 

4 2021年黄茶宣传费 64.99 

5 良种茶桑提升项目 165.00 

6 霍山县2022年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示范茶园项目 100.00 

7 茶叶蚕桑示范推广经费 74.86 

8 叶王茶机制造能力提升及产品研发项目 47.00 

9 徽元茶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82.60 

合计 615.1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大化坪杯”霍山县黄茶斗茶技能大赛活动经费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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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9.4 9.4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9.4 9.4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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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霍山茶叶文化，加快推进霍山茶产业发展，倡导匠心做茶，迎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

赛茶叶加工赛安徽省选拔赛。

为弘扬霍山茶叶文化，加快推进霍山茶产业发展，倡导匠心做茶，提

升霍山茶叶市场美誉度，由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联合大化坪镇人

民政府于6月25日举办的2022“大化坪杯”霍山黄芽斗茶大赛活动圆

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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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企业及选手 13家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质量指标 是否符合大赛要求和目标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时效指标 大赛完成及时性
达到大赛工作

计划要求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大赛总体支出成本
≤大赛总预算

数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我县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进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对推动我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定向好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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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霍山县2021年安徽省规模化集约化蚕桑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财企(2022)321)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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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56 56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56 56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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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成规模化集约化蚕桑示范基地 650亩，建成养蚕大棚13447平方米，并带动周边农户新建桑园

473亩，丰产后可实现年养蚕2800盒，年产茧140吨，年产值600万元上，新增临时就业450人以上。项

目支持的蚕桑大户与茧丝绸龙头企业 （安徽鑫缘茧丝绸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蚕茧生产收购合同》，

实行保护价收购，并推行“缫丝计价，二次返利”的经营模式，桑园管理精细，家蚕饲养精心，茧丝

绸产业效益显著提高。一是桑园产出提高明显，产叶量增加10％左右，盒茧量增加2.6kg，茧质提高

半个等级；二是农户增收明显，一方面量增质优提高了收益，另一方面二次返利增加了收入，亩桑增

收800元左右；三是带动脱贫效果明显，下符桥镇庙岗集村脱贫户王登周在项目的支持下发展桑园 12

亩，成功脱贫。联合体成员霍山县云义家庭农场在项目的支持下发展桑园 ，并吸纳社会困难户人员以

劳动力入股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以当年总收入的30％作为入股股酬，为脱贫户增收和家庭农场创新发

展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目前养蚕大户收购散户桑叶养蚕也蔚然成风 ，解决了贫困户及妇弱群体养

蚕技术跟不上的问题，这样他们只要栽桑就有收入；四是企业增效明显，企业收购的优质茧原料增

多，企业效益变好，对财政的贡献也提高了。五是生态效益明显，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森林覆盖率 。

规模化集约化养蚕，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增加了农户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我县

茧丝绸产业的发展。

项目由安徽鑫缘茧丝绸科技有限公司实施，自2020年8月31日至2021

年9月1日止，在下符桥、与儿街、黑石渡等乡镇，支持18户蚕桑经

营主体，自建扶建规模化集约化蚕桑示范基地 650亩(单个经营主体

管理的桑园面积均在20亩以上)，建设养蚕大棚13447平方米，项目

总投资190万元，其中企业项目投入141.3万元。该企业是在安徽省

境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要从事缫丝、蚕丝制品

加工销售等业务，目前运行状态良好，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

上，财务健全，信用记录良好，年生产鲜茧1500余吨，其中5A级以

上生丝占比90%。项目建设内容、规模符合《六安市商务局关于做好

2021年我市茧丝绸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基地建设质量

较好，产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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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良种桑园面积 ≥650亩 650 10 10

新建标准化养蚕室（大棚）
≥12000平方

米
12000 10 10

质量指标

新建蚕桑基地 1个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单位面积增收产值 ≥800元/亩 800 5 5

时效指标 项目工作完成及时性
达到项目工作

计划要求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单项成本
≤核定支出标

准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定向好发展的影响程度 影响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br>满意度指标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第五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茶叶加工赛安徽选拔赛经费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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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15.3 15.3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5.3 15.3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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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共有5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来自大别山黄茶集团的周文钰、霍山县杨郑茶业有限公司的

杨郑两位选手分别获得第一名、第四名的优异成绩。

为充分展现我省茶叶加工技能人才队伍的专业水准和精神风貌 ，营

造出尊重技术、崇尚技术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加快培养和选拔农业

行业高技术人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有力的人才支撑。按照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8月23日至25日由安

徽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六安市农业农村局、霍山县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2年第五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茶叶加工赛安徽省选拔

赛在我县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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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选手 45名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质量指标 大赛活动布展质量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大赛工作完成及时性
达到大赛工作

计划要求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成本指标 大赛总体支出成本
≤大赛总预算

数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进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对推动我市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定向好发展的影响程度 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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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黄芽茶宣传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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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9 64.99 64.99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64.99 64.99 6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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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茶园面积由 2000 年10.5万亩增长至 2020年的17万亩，增长62％，其中有机认证茶园面积

超2万亩，茶叶总产量8500吨，一产产值7.8亿，综合产值约26亿。茶园亩均产值5000元以上。

全县95％农户拥有茶园，茶农10万余人，4000多人专业从事茶叶生产营销，有一定规模霍山黄芽

茶加工企业（包括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有300多家，其中全国茶产业百强企业2家，国家级示范合

作社2家，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市县级产业化企业30多家。

全县茶园面积由 2000 年10.5万亩增长至 2020年的17万亩，增长

62％，其中有机认证茶园面积超2万亩，茶叶总产量8500吨，一产产值

7.8亿，综合产值约26亿。茶园亩均产值5000元以上。全县95％农户拥

有茶园，茶农10万余人，4000多人专业从事茶叶生产营销，有一定规模

霍山黄芽茶加工企业（包括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有300多家，其中全国

茶产业百强企业2家，国家级示范合作社2家，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2家，市县级产业化企业3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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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茶园管理基地面积 ≥20万亩 20 10 10

新建有机茶生产面积 ≥8000亩 8000 10 10

质量指标 支出合规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支付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黄茶宣传总体支出成本
≤部门总预算

数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我县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影响程度 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定向好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良种茶桑基地提升项目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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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165 165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65 165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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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新建良种茶园600亩，采购良种茶苗220万株；新建良种桑园600亩，采购良种桑苗60万株。

项目主要在与儿街、下符桥、大化坪、黑石渡、东西溪、磨子潭、漫水河、、太阳、太平畈、上

土市、落儿岭、诸佛庵等乡镇实施，受益户约700户2000人。

2022年第三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项目 （2022年良种茶桑基地提

升项目）总计使用项目资金165万元，计划新建良种茶园600亩，采购

良种茶苗220万株；新建良种桑园600亩，采购良种桑苗60万株。项

目主要在与儿街、下符桥、大化坪、黑石渡、东西溪、磨子潭、漫水

河、、太阳、太平畈、上土市、落儿岭、诸佛庵等乡镇实施，受益户

约700户2000人。项目建成后，经济效益较显著，可实现年增收600

万元，亩均增收0.5万元，户均增收0.85万元。其中新建良种茶园3

年后见效，可实现年增收300万元；新建良种桑园当年见效，当年增

收100万元，成园后年增收300万元。种桑栽茶老弱妇幼等弱劳力均可

参加，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同时还可以提高地面植被覆盖

率，减少地面径流，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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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良种桑园面积 ≥600亩 600 10 10

新建良种桑园 ≥600亩 600 10 10

质量指标 基地组织标准化生产符合栽培技术规程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达到项目计划要

求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总体支出成本 ≤总预算数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我县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进农村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定向好发展的影响程度 影响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霍山县2022年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示范茶园项目(皖财农(2022)286号)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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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10 10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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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施该项目，积极打造单龙寺镇迎水庵村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实施茶园生态化 、标准化和

宜机化的先进模式。实现茶园生态放养除草，标准化有机化生产管理，宜机化示范带动周边

农户发展茶叶生产；实现茶产业与游客到茶园观光、采茶、制茶、品茶和购茶等休闲体验相

结合，带动茶旅游发展；实现项目区茶园亩均收入高于当地普通茶园 20％以上。

项目实施地点为单龙寺镇迎水庵村，项目实施主体为霍山县玉锦生

态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以玉锦生态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 ，

辐射带动周边经营主体、大户等开展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

示范茶园建设。实施项目内容 1、茶园基础设施建设。 （1）茶园

围栏建设。 （2）茶园人行步道及观光长廊建设。茶园中新建1.2米

宽人行步道500米， （3）茶园水利设施建设。升级改造宽30-40cm

排灌水渠道2000米， （4）茶园周围绿化建设。 2、茶园施肥及病

虫草害防治。 （1）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 （2）实施绿色防控病

虫害  （3）茶园生态放养除草  3、茶园全程机械化推广。 （1）

购置必要茶叶机械 （2）茶园机械化培训示范  4、茶园有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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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生态茶园建设 ≥500亩 500 15 15

质量指标 茶叶质量是否符合品质要求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时效指标 项目工作完成及时性
达到项目工作

计划要求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建设示范茶园总体支出成本
≤建设示范茶

园总预算数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的影响

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提升相关群体持续经营能力、实现稳定脱

贫的影响
影响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茶叶蚕桑示范推广经费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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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6 78.86 74.86 10 94.93% 9.49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78.86 78.86 7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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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力发展优质茶桑产业，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标 ，以壮大

茶桑企业、提升服务水平、促进产业融合为重点，全力以赴推动全县茶叶、蚕桑产业发展迈上

一个新台阶。一是提升蚕桑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实施“138+N”工程。以助力乡村振兴为目

标，加快提升茶桑产业发展水平，重点培育茶桑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经营主体，拓宽经营模

式，加快推进茶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速度 。创新谋划茶桑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加强质量安全

生产，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大茶叶加工督查、茶叶清洁化加工、质量安全等培训和宣传工

作，严格对茶叶、蚕桑基地投入品进行管理，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查和验收。创新茶园流

转机制，通过托管、出租等方式，鼓励向茶叶种植大户流转，推动茶园规模经营，推动鑫缘茧

丝绸科技有限公司加快建设速度，实现高端蚕丝家访、蚕丝化妆品生产线开工。三是抓好宣传

推介力度，全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动员茶企业积极参加省内外举办的各

种展销会、博览会、茶叶节等茶事活动，同时加强霍货有名区域公用商标的使用管理 ，将打造

品牌作为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提升品牌价值。

大力发展优质茶桑产业，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为目标，以壮大茶桑企业、提升服务水平、促进产业融合为重

点，全力以赴推动全县茶叶、蚕桑产业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一是提

升蚕桑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实施“138+N”工程。以助力乡村振兴为

目标，加快提升茶桑产业发展水平，重点培育茶桑产业发展带头人，

培育经营主体，拓宽经营模式，加快推进茶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速度

。创新谋划茶桑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加强质量安全生产，培育壮大

龙头企业。加大茶叶加工督查、茶叶清洁化加工、质量安全等培训和

宣传工作，严格对茶叶、蚕桑基地投入品进行管理，并对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督查和验收。创新茶园流转机制，通过托管、出租等方式，鼓

励向茶叶种植大户流转，推动茶园规模经营，推动鑫缘茧丝绸科技有

限公司加快建设速度，实现高端蚕丝家访、蚕丝化妆品生产线开工。

三是抓好宣传推介力度，全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加大宣传力度，进一

步动员茶企业积极参加省内外举办的各种展销会 、博览会、茶叶节等

茶事活动，同时加强霍货有名区域公用商标的使用管理 ，将打造品牌

作为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提升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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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载茶桑 ≥1020亩 1020 15 15

质量指标 成活率 70%以上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时效指标 年成活率 70%以上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成本指标 亩均投入 ≥200元 200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人均增收 ≥100元 100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增收 年增幅5%以上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经济效益指标 0

生态效益指标 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70%以上%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总分 100 99.49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叶王茶机制造能力提升及产品研发项目 (皖财农(2022)533号)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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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237 47 10 19.83% 1.98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37 237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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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成后，公司机械制造能力明显提升，制造加工能力提高10％以上，年生产各类茶机600台

（套），产值2000万元。

提升茶叶机械加工连续化、清洁化、智能化水平，研发制造清洁化、

智能化茶叶加工生产线1条，及茶叶红外热风大型杀青机、茶叶动态烘

干等设备；引进能有效提高茶机制造能力的激光切割 、焊接等设备，

升级改造加工车间及其配套设施。其中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清洁化

、智能化茶叶加工生产线、红外热风大型杀青机、茶叶动态烘干设备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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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加工能力提高 ≥10% 10 10 10

生产各类茶机 ＝600套 600 10 10

质量指标

提升茶叶加工水平 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茶叶加工生产线 1条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和工作完成及时性
达到项目工作计

划要求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成本指标 总体支出成本 ≤总预算数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我县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对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进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定向好发展的影响程度 影响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1.9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徽元茶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皖财农(2022)533号)

主管部门 063-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实施单位 063001-霍山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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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413 82.6 10 20.00% 2.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413 413 8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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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500亩绿色高质高效物联网茶园；引进清洁化、连续化茶叶加工生产线1条；建设冷链仓储

2000m3；改建传统工艺厂房600㎡；建设“茶叶种植基地 现代化茶叶加工厂 茶体验馆 研发中心

”综合体。

建设500亩绿色高质高效物联网茶园；引进智能化、清洁化、连续

化茶叶生产线1条，新建冷链仓储2000立方米；改建茶叶传统工艺

厂房600平方米及设备购置；建设“茶叶种植基地+现代化茶叶加

工厂+茶体验馆+研发中心”综合体。其中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

茶园物联网设备购置，以及引进茶叶加工生产线机械设备 、冷链

设备、改建传统工艺厂房及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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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高质茶园 ＝500亩 500 5 5

茶叶加工生产线 1条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改造传统厂房 ＝600㎡ 600 5 5

冷链仓储 ＝2000㎡ 2000 5 5

质量指标

新建茶园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5 5

茶叶加工生产线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改造厂房是否符合项目要求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冷链仓储是否符合项目要求 符合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时效指标 项目和工作完成及时性
达到项目工作

计划要求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成本指标 项目总体支出成本
≤项目总预算

数
达成预期指标 5 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对促进我县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对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促进农产品生产、加工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影响

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稳定向好发展的影响程度 程度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0

满意度指标

(10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总分 100 92.00



-1-

2022 年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示范茶园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22 年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示范茶园项目。实施地

点为单龙寺镇迎水庵村，以玉锦生态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

辐射带动周边经营主体、大户等开展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

化示范茶园建设。实施项目内容：

1、茶园基础设施建设。（1）茶园围栏建设 （2）茶园人行

步道及观光长廊建设。茶园中新建 1.2米宽人行步道 500米（3）

茶园水利设施建设。升级改造宽 30-40cm 排灌水渠道 2000 米（4）

茶园周围绿化建设。

2、茶园施肥及病虫草害防治。（1）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2）

实施绿色防控病虫害（3）茶园生态放养除草。

3、茶园全程机械化推广。（1）购置必要茶叶机械（2）茶园

机械化培训示范。

4、茶园有机认证。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该项目，积极打造单龙寺镇迎水庵村成为全市乃至

全省实施茶园生态化、标准化和宜机化的先进模式。实现茶园生

态放养除草，标准化有机化生产管理，宜机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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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茶叶生产；实现茶产业与游客到茶园观光、采茶、制茶、品

茶和购茶等休闲体验相结合，带动茶旅游发展；实现项目区茶园

亩均收入高于当地普通茶园 20％以上。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2 年茶叶生

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示范茶园项目资金。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实施绩效评价，增强单位的绩效意识，

促进单位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

准：按照省市相关规定绩效考核，以预先制定的计划目标作为

评价标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规范

的程序，对项目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

正分析。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完成既定的各项绩效目标，项目综合评价较好，民众满意

度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示范茶园项目立项根据茶叶生

产需要安排，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均

符合相关要求。项目设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是根据实际工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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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来设置的，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项目绩效

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资金依法依规及时拨付，按照《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期限内分配下达，符合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工作实施方案等

明确的时限要求，项目资金执行率约在 100%，资金的拨付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该项

目完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

手续完备，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准备齐全并

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均落实

到位。

（三）项目产出情况

茶叶生态化、标准化及宜机化示范茶园项目在 2022 年实现的

成效与计划一致，如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工程预算编

制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进行了有效的监督管理，节约了政

府投资资金，提升了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按照预期目标完成任

务。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一致，项目支出在 2022

年度完成。通过项目的实施，增加农民收入成效显著，提振了茶

业发展信心。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于 2022 年完成，项目实施要求达到了预期目标，发挥了

财政资金的支农效应。项目区群众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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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经验做法

一是组织到位，认真谋划；二是统筹安排，合理制定实施方

案；三是依据充分设立绩效目标；四是细化要求，落实责任。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其他农业项目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提升了群众满意度。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转变还不够，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难，农业产业化发展慢。

七、有关建议

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

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

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

益考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三是加强部门沟通，加大培训投入，资金保障，引导农村劳

动力向非劳动力有序转移，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