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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 95.30 万元。 

三、项目投资及绩效批复 

按照“项目跟着计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责任跟着资金走”

的管理原则，本次投入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95.30 万元，主要用于

县农业农村局主管（以下简称：行业主管部门）并批复镇人民政

府实施“稻渔综合种养补助”项目 5 个（详见：附件 1）。上述项

目，绩效目标批复随本文同步下达（详见：附件 2-1—2-5）。请

收到资金文件后及时将资金文件及绩效目标批复在政府门户网

站进行公告，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工作。 

四、强化资金管理 

（一）强化财政资金规范使用、高效运行的刚性要求。一是

项目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县财政局等六部门《关于转发陕西省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勉财发〔2021〕

75 号）文件精神，切实肩负起“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

“权责对等”项目资金牵头抓总的主体责任，要聚焦“建好项目，

用好资金，管好资产”总体要求，持续做好项目资金规范管理、

高效运行的监督指导工作，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是项目主管部门、镇（办）要严格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勉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财政涉农整合资金使用

管理工作细则的通知》（勉政发〔2021〕15 号）文件要求，全面

抓好项目资金的收支核算、规范拨付、报表报送、绩效管理等监

督指导工作。三是项目主管部门、镇（办）要严格按照“谁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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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谁申请资金，谁负责绩效”的管理原则，结合《勉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导引的通知》（勉涉农整发

〔2022〕17 号）文件要求，要全面肩负起项目资金涉及的各项

考核检查、审计巡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 

（二）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的底线要求。本次下达的省级财政

衔接资金，一是要严格按照“项目跟着计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

责任跟着资金走”的管理原则，确保资金收支与项目投资计划保

持高度一致，严禁出现将资金用于项目计划之外的支出。二是严

格按照“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的管理要求，及

时报账拨付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并按年度、按级次、按类别、

按项目进行专项核算。三是坚持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财政衔接资

金支出必须遵循各级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的刚性要求，各级财

政安排下达的财政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

通讯设备购置支出、修建楼堂馆所、发放各种工资奖金津贴和福

利性补助、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工作经费、偿还债务本息（不含对

纳入“十三五”规划的易地搬迁贷款给予贴息和对调整规范易地

搬迁融资方式后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按规定予以补助）和垫

资或回购、注册企业、设立基金、购买保险等支出。 

（三）强化日常管理的长效机制。一是财政衔接资金坚持报

账支出的管理原则。属于相关镇人民政府实施的项目，在拨付资

金时由项目实施单位申请，镇人民政府履行报账程序、落实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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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按照报账核销比例拨付项目资金。二是规范项目资金结算。

财政衔接资金结算方式原则上采取“零现金”付款模式。涉及到人

到户项目资金必须实行“一卡通”封闭运行、直补到户的结算方式，

并依据补贴对象相关信息（发放花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银

行卡号、银行回单）以及执行标准、发放金额等文件资料作为审

核报账的重要凭据。涉及项目工程款、购买设备等款项必须采取

转账结算的方式，在履行报账过程中要将中标通知、施工合同、

工程量清单、设备购置清单、税务部门出具的规范发票等原始票

据和相关印证资料作为审核报账的重要凭据，结算资金时必须采

取转账付款方式。三是强化项目资金对账制度。镇人民政府要根

据“资金来源、资金轨迹”全面抓好与行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

资金收支对账工作，坚持“每周四报送周报，每月 28 号报送月报”

管理制度，切实理清资金来源，筑牢全县资金统计管理工作基础。

四是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的管

理原则，根据行业政策持续抓好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督导检查，

要全面了解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通过点对点的

指导及时化解并疏通问题形成的根源，积极破解难题、全面查漏

补缺，直至问题整改销号、清零见底。五是项目实施镇、村（社

区）要严格按照行业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全力做好项目建设与资

金使用的日常管理、考核检查、专项审计等工作。六是行业主管

部门要全面落实直达资金使用管理的主体责任。从资金源头到使

用末端实行“全口径、全过程、全覆盖”的监管模式，务必确保“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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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云”指标管理系统与“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信息完整、逻辑相符、

精准一致。同时，要及时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工作，要以上级开展

直达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督查、审计和相关监管部门的反馈问题

为导向，对运行监控发现的违规事项要采取退回资金、调减预算

等措施进行立行立改。对违纪违法问题要提请相关部门追究问责，

严防出现截留、挪用和虚报冒领财政资金的行为，切实发挥直达

系统防范预警和绩效运行监控的及时纠偏作用。 

五、强化项目管理 

（一）严格遵循项目管理的刚性要求。按照陕西省乡村振兴

局、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关于印发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陕乡振发〔2022〕

21 号）文件精神，一是规范编制项目方案。各镇（办）、项目主

管部门在收到项目投资计划文件后，要组织人员力量，落实项目

建设、资金使用管理责任，编制具体项目实施方案并通过项目主

管部门批复后方可组织项目实施。要确保“一个项目一个方案”

的管理要求落到实处。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基本情况、项目资金

情况、资金使用原则、建设内容、联农带农、资产管理、保障措

施等内容。二是强化日常监管。项目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管好

项目、用好资金牵头抓总的主体责任，持续强化对衔接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执行、项目设计执行、现场勘查、投资限价、招标采购、

项目开工、资金拨付、跟踪督办、决算审计、资产管理、绩效评

价等环节的监管力度，确保规范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并如期实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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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达效工作目标。三是严禁随意调整。项目投资计划一旦批复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调整。坚决杜绝随意调整项目行为

的发生，对已下达项目确需调整建设内容和投资规模，要按照“谁

审批，谁下达，谁调整”的原则，并严格履行上级审批备案后方

可调整的程序。四是规范项目验收。项目竣工后，镇（办）、村

（社区）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自验工作，征求项目所在地村“两

委”、驻村工作队、群众代表等的意见建议，要全面开展受助对

象、受助面积、补助标准、补助金额等环节的公示，广泛接受人

民群众的监督。待公示期满后无任何反馈意见或问题情况下方可

兑付资金并及时进行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公告，长期接受社会各界

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工作。项目主管部门要制定相关项目资金使用

管理配套办法，在收到镇政府申请验收报告后要组织相关单位开

展县级验收。五是强化绩效评价。项目建成后，项目主管部门牵

头，镇（办）、村（社区）要全面配合，并按照《勉县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导引的通知》（勉涉农整发〔2022〕

17 号）文件要求，认真开展项目资金分任务绩效评价工作，要

确保“一项目一评估”和“一个项目一套绩效”的管理要求落到实

处。项目主管部门要制定相关项目资金使用管理配套办法，对奖

补类项目开展全面评价或重点评价。六是强化联农带农。按照陕

西省乡村振兴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

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

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实施意见》（陕乡振发〔2022〕48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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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精神，项目主管部门、镇（办）要持续打造财政衔接资金扶持

项目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人民群众

对政策的知晓率，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二）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度。各镇（办）、项目

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勉县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细则（试

行）》及《关于进一步强化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度执行的通

知》等文件要求，做好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工作。一是规范公告公

示方式。资金安排和项目计划下达后 1 周内要在勉县人民政府网

站进行公告，网站公告信息保持长期公开状态。二是强化过程公

告公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按照事前、事中、事后分阶段进

行公告公示，项目主管部门要监督指导相关镇（办）、村（社区）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落实公告公示制度。公告公示位置要醒目，公

示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 10 天，并留存相关印证资料。三是强化

公告公示范围。围绕公告公示总体要求，聚焦三公示一公告、项

目投资计划、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实施方案、绩效目标批复、绩

效完成自评、项目完成情况、决算审计情况、资产管理情况等环

节，切实打造“阳光透明，公平公正”的管理工作格局。 

（三）持续强化资产后续管理工作。按照陕西省乡村振兴局、

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关于印发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项目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陕乡振发〔2022〕

21 号）文件精神，结合勉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勉县 2024 年第

二批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勉政发〔2024〕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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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一是登记资产信息。项目建成后 3 个月内，项目主管

部门要监督指导项目实施镇（办）、村（社区），按照“谁实施，

谁评估、谁登记”的管理原则，根据项目建设内容，使用资金性

质，形成项目资产类别等要素，对形成的项目资产进行评估，填

写资产登记表，登记项目资产信息。确定资产价值时有审计部门

决算审计意见的以审计意见为准，无审计意见的以评估意见为准。

二是确定资产归属。资产信息登记后，项目主管部门、镇（办）、

村（社区）按照农村集体资产以及行业部门资产管理有关规定，

根据项目资金来源、资产受益范围、资产管理要求、属地管理原

则等进行确权。并对照各自登记形成的资产，确定资产的产权归

属，属于不动产的依法办理确权登记。三是逐项移交管理。资产

确权后，项目主管部门、镇（办）、村（社区）要按照各自确定

资产的产权归属，逐项做好资产移交，由产权主体建立各自的资

产管理台账，分类建立县、镇、村“三级资产”动态管理台账。 

（四）强化培训指导，增强管控工作能力。一是项目主管部

门要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的管理原则，根据方

针政策持续抓好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督导检查，要全面了解项目

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通过集中培训或点对点的指导

及时化解问题、积极破解难题，全面提升全县项目资金管理工作

效能。二是镇（办）村要严格按照项目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全力

做好项目建设配合以及项目建设与资金使用的日常管理、培训指

导、考核检查、专项审计等工作。三是项目主管部门、镇（办）、





镇 村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小计 省级

1

2024年勉
县周家山
镇稻渔综
合种养补
助项目

周家山镇：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50
亩，根据《勉县
稻渔综合种养实
施方案》的要
求，按照每亩
2000元标准给予
补助。

2024年1月
—12月

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
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发
展稻渔类综合种养。通过项目实
施，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的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2000元/亩
的标准进行补助，严格落实每10万
元财政投入带动不少于5户的要求；
项目建成后由行业部门、监督指导
镇村进行验收，通过项目验收后兑
付奖补资金。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和受益总户数8户29人，其中脱贫人
口（含监测对象）5户16人，预计户
均增收1000元。

周家山镇 红光村 是 否 否 5 16 8 29 10.00 10.00 周家山镇 县农业农村局
支持稻渔
综合种养

补助

2

2024年勉
县阜川镇
稻渔综合
种养补助
项目

阜川镇：发展稻
渔综合种养68
亩，根据《勉县
稻渔综合种养实
施方案》的要
求，按照每亩
2000元标准给予
补助。

2024年1月
—12月

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
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发
展稻渔类综合种养。通过项目实
施，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的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2000元/亩
的标准进行补助，严格落实每10万
元财政投入带动不少于5户的要求；
项目建成后由行业部门、监督指导
镇村进行验收，通过项目验收后兑
付奖补资金。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和受益总户数115户213人，其中脱
贫人口（含监测对象）12户40人，
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

阜川镇 唐家湾村 是 否 否 12 40 115 213 13.60 13.60 阜川镇 县农业农村局
支持稻渔
综合种养

补助

3

2024年勉
县温泉镇
稻渔综合
种养补助
项目

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210亩，根据
《勉县稻渔综合
种养实施方案》
的要求，按照每
亩2000元标准给
予补助。

2024年1月
—12月

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
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发
展稻渔类综合种养。通过项目实
施，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的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2000元/亩
的标准进行补助，严格落实每10万
元财政投入带动不少于5户的要求；
项目建成后由行业部门、监督指导
镇村进行验收，通过项目验收后兑
付奖补资金。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和受益总户数45户138人，其中脱贫
人口（含监测对象）22户61人，预
计户均增收1000元。

温泉镇
晏家湾村、

板桥村
是 否 否 22 61 45 138 42.00 42.00 温泉镇 县农业农村局

支持稻渔
综合种养

补助

附件1：

2024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稻渔综合种养补助项目投资计划明细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
建设规模

建设期限
（起止时

间）
绩效目标

实施地点 脱贫村
（是/
否）

财政资金
支持环节

重点帮
扶村
（是/
否）

直接受益脱贫
人口（含监测

对象）
受益总人口

省级财政
衔接资金

投入（万元）
项目实施
单位

行业主管
部门

重点帮
扶镇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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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村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小计 省级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
建设规模

建设期限
（起止时

间）
绩效目标

实施地点 脱贫村
（是/
否）

财政资金
支持环节

重点帮
扶村
（是/
否）

直接受益脱贫
人口（含监测

对象）
受益总人口

省级财政
衔接资金

投入（万元）
项目实施
单位

行业主管
部门

重点帮
扶镇
（是/
否）

4

2024年勉
县镇川镇
稻渔综合
种养补助
项目

镇川镇：发展稻
渔综合种养100
亩，根据《勉县
稻渔综合种养实
施方案》的要
求，按照每亩
2000元标准给予
补助。

2024年1月
—12月

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
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发
展稻渔类综合种养。通过项目实
施，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的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2000元/亩
的标准进行补助，严格落实每10万
元财政投入带动不少于5户的要求；
项目建成后由行业部门、监督指导
镇村进行验收，通过项目验收后兑
付奖补资金。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和受益总户数123户306人，其中脱
贫人口（含监测对象）60户153人，
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

镇川镇
张家院村、

元庄村
是 否 否 60 153 123 306 20.00 20.00 镇川镇 县农业农村局

支持稻渔
综合种养

补助

5

2024年勉
县褒城镇
稻渔综合
种养补助
项目

褒城镇：发展稻
渔综合种养48.5
亩，根据《勉县
稻渔综合种养实
施方案》的要
求，按照每亩
2000元标准给予
补助。

2024年1月
—12月

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
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发
展稻渔类综合种养。通过项目实
施，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的村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按照2000元/亩
的标准进行补助，严格落实每10万
元财政投入带动不少于5户的要求；
项目建成后由行业部门、监督指导
镇村进行验收，通过项目验收后兑
付奖补资金。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和受益总户数68户193人，其中脱贫
人口（含监测对象）10户35人，预
计户均增收1000元。

褒城镇
柴寨村、
联合村

是 否 否 10 35 68 193 9.70 9.70 褒城镇 县农业农村局
支持稻渔
综合种养

补助

109 305 359 879 95.30 95.30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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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二级指标 指标值

≥50亩

100%

100%

≤12个月

≤2000元

≤10万元

有效促进

≥1000元

≥8户29人

≥5户16人

有效改善

≥3年

≥95%

≥95%

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勉县周家山镇稻渔综合

种养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混力-2995199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周家山镇人民政府

年度资金总额： 10.00

其中：财政拨款（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10.00

其他资金 -

年度目标

资金情况
（万元）

目标1：发展稻渔综合种养50亩，按照每亩2000元标准给予补助。
目标2：通过项目建设，有效带动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
目标3：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规范审核奖补内容、执行标准等重点环节的把关
工作，广泛开展项目公示公告及监督管理。项目建成后由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镇村进行验收，
项目通过验收后兑付奖补资金。
目标4：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受益总户数8户29人，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5户16人。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项目资料、财务资料规范完整率

该项目计划在1—12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

每亩补助标准

该项目财政总投资

通过项目建设，有效促进稻渔产业持续发展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户均增收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受益农户

其中：受益脱贫户（含监测对象）

通过项目建设，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绿化田园、
美化乡村

……

项目建成后可持续发展

……

受益农户、脱贫户满意度

经营主体满意度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效益指标

产出指标



附件2-2：

二级指标 指标值

≥68亩

≥90%

100%

100%

≤12个月

≤2000元

≤13.6万元

有效促进

≥1000元

≥115户213人

≥12户40人

有效促进

≥3年

≥95%

≥95%

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勉县阜川镇稻渔综合

种养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王娟-3396564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阜川镇人民政府

年度资金总额： 13.60

其中：财政拨款（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13.60

其他资金 -

年度目标

资金情况
（万元）

目标1：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68亩，田间工程开挖、完善进排水系统、生产环节技术设施提升、防
逃防害设施等；按照每亩2000元标准给与补助。
目标2：通过项目建设，有效带动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
目标3：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规范审核奖补内容、执行标准等重点环节的把关
工作，广泛开展项目公示公告及监督管理。项目建成后由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镇村进行验收，
项目通过验收后兑付奖补资金。
目标4：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受益总户数115户213人，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12户40人。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

稻渔种养成活率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项目资料、财务资料规范完整率

该项目计划在1—12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

每亩补助标准

该项目财政总投资

通过项目建设，有效促进稻渔产业持续发展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户均增收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受益农户

其中：受益脱贫户（含监测对象）

通过项目建设，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绿化田园
、美化乡村

......

项目建成后可持续发展

......

受益农户、脱贫户满意度

经营主体满意度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附件2-3：

二级指标 指标值

≥210亩

100%

100%

≤12个月

≤2000元

≤42万元

有效促进

≥1000元

≥45户138人

≥22户61人

有效促进

≥3年

≥95%

≥95%经营主体满意度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产出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效益指标
通过项目建设，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绿化田园、美化乡村

……

项目建成后可持续发展

……

受益农户、脱贫户满意度

该项目财政总投资

通过项目建设，有效促进稻渔产业持续发展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户均增收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受益农户

其中：受益脱贫户（含监测对象）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项目资料、财务资料规范完整率

该项目计划在1—12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

每亩补助标准

目标1：发展稻渔综合种养210亩（其中板桥村150亩、晏家湾村60亩），按照每亩2000元标准给予补助。
目标2：通过项目建设，有效带动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
目标3：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的村
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规范审核奖补内容、执行标准等重点环节的把关工作，广泛开
展项目公示公告及监督管理。项目建成后由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镇村进行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兑付
奖补资金。
目标4：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受益总户数45户138人，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22户61人。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

其中：财政拨款（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42.00

其他资金 -

年度目标

资金情况
（万元）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温泉镇人民政府

年度资金总额： 42.00

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勉县温泉镇稻渔综合种养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左山—15129766828



二级指标 指标值

≥100亩

≤10%

100%

100%

≤12个月

≤2000元

≤20万元

有效促进

≥1000元

≥123户306人

≥60户153人

有效促进

≥3年

≥95%

≥95%

附件2-4：

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勉县镇川镇稻渔综

合种养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雷保军-13659164215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镇川镇人民政府

年度资金总额： 20.00

其中：财政拨款（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20.00

             其他资金 -

年度目标

资金情况
（万元）

目标1：发展稻渔综合种养100亩，按照每亩2000元标准给与补助。
目标2：通过项目建设，有效带动特色产业持续发展，逐步实现稻渔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
、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
目标3：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对新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规范审核奖补内容、执行标准等重点环节的把关
工作，广泛开展项目公示公告及监督管理。项目建成后由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镇村进行验收，
项目通过验收后兑付奖补资金。
目标4：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受益总户数123户306人，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60户153人。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发展稻渔综合种植面积

......

开沟比例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项目资料、财务资料规范完整率

该项目计划在1—12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

每亩补助标准

该项目财政总投资

通过项目建设，有效促进稻渔产业持续发展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户均增收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受益农户

满意度指标

其中：受益脱贫户（含监测对象）

通过项目建设，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绿化田
园、美化乡村

......

项目建成后可持续发展

……

效益指标

受益农户、脱贫户满意度

经营主体满意度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产出指标



附件2-5：

二级指标 指标值

≥48.5亩

≤10%

100%

100%

≤12个月

≤2000元

≤9.7万元

有效促进

≥1000元

≥68户193人

≥10户35人

有效改善

≥3年

≥95%

≥95%

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勉县褒城镇稻渔综合

种养补助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黄磊-3489159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褒城镇人民政府

年度资金总额： 9.70

其中：财政拨款（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9.70

             其他资金 -

年度目标

资金情况
（万元）

目标1：发展稻渔综合种养48.5亩，按照每亩2000元标准给与补助。
目标2：通过项目建设，有效带动特色产业持续发展，逐步实现稻渔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标准
化、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预计户均增收1000元。
目标3：该项目属于奖补类项目，根据《勉县稻渔综合种养实施方案》要求，对新发展稻渔综合
种养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规范审核奖补内容、执行标准等重点环节
的把关工作，广泛开展项目公示公告及监督管理。项目建成后由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镇村
进行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兑付奖补资金。
目标4：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受益总户数68户193人，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10户35人。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

开沟比例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项目资料、财务资料规范完整率

该项目计划在1—12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

每亩补助标准

该项目财政总投资

通过项目建设，有效促进稻渔产业持续发展

通过项目建设，实现户均增收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受益农户

满意度指标

其中：受益脱贫户（含监测对象）

通过项目建设，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绿化田园
、美化乡村

……

项目建成后可持续发展

……

效益指标

受益农户及脱贫户满意度

经营主体满意度

总
体
目
标

绩
效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产出指标



 

 
 
 
 
 
 
 
 
 
 
 
 
 
 
 
 
 
 
 
 
 
 
 
 
 
 
 
 
 
 
 
 
 
 
 
 
 
 
 
 
 
 
 
 
 
 
 
 
 
 
 
 
 
 
 
 
 
 
 
 

 

抄送：县纪委监委，县农业农村局，县审计局，档。 

勉县财政局                               2024 年 7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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