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3 年度高台县畜牧技术推广站部门

绩效自评工作总结

一、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对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0个,二级项目10个,

共涉及资金1178.7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

组织对“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寒旱农业现代畜牧业发展项目”

“粮改饲项目”“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奶牛养殖合作社建

设项目”“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和“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种

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项目”“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经费”“黄牛冻配管

理及冻精保存液氮工作经费”“动物防疫补助经费项目”“村级动

物防疫经费”等 10 个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178.74 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通过实施草原补奖项目，能

够遏制草原退化趋势，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巩固草原保护建设成

果，转变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草牧业发展步伐，促进草原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寒旱农业现代畜牧业发展项目，逐

步建成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主要内容的种养循环产

业链，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和



秸秆资源化利用制度，构建“生态环保、安全高效、持续健康”

的县域畜牧业发展格局和种养良性循环发展产业链。通过实施粮

改饲项目，全县人工种草面积达到 20 万亩，秸秆饲料化利用总

量达到 33.5 万吨，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 73%以上。全县牛饲

养量达到 10.74 万头，同比增长 5%；羊饲养量达到 72.15 万只，

同比增长 7%。通过实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奶牛养殖合

作社建设项目，可使全县畜禽养殖标准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有

利于推进畜牧业提档升级、清洁、绿色健康发展，可从根本上解

决因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使项目主体单位养殖及周边养殖

户得以顺利实施，对加快当地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将起到积极

地带动和示范作用。通过实施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可提高养

殖场母牛繁殖水平，增加养殖效益。通过实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和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项目，可提高种畜禽生产性能。通过开展

畜牧技术推广工作，可加强畜禽养殖技术推广、试验、示范、科

技培训及畜禽防疫，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通过开展黄牛冻配管理及冻精保存液氮工作， 可促进牛

产业规模化养殖和家庭牧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提升牛产业综

合效益，保存冻精，完成黄牛改良 3.2 万头。通过实施动物防疫

补助经费项目，动物防疫应免畜禽整体免疫密度可达到 98.3%，

抗体合格率达到了 97.12%，布病等人畜共患病得到有效防控。

辖区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保障了畜牧业

安全生产。通过实施村级动物防疫经费项目，口蹄疫、高致病性



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控制，全年集中免疫 2 次，强制

免疫密度达 98.3%，免疫抗体合格率达 97.6%，无重大动物疫情

和人畜共患病发生；人员防护用品、疫情处置物资设备和消毒药

品充足，有效保障动物疫病防疫咒的身体健康，提升动物疫病防

控能力。

二、自评结果概述

（一）畜牧站

1.“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

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402.47 万元,执行数为 402.4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一是通过实施草原补奖政策，继续落实草原禁牧

制度，完善基本草原划定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遏制草原退化趋

势，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巩固草原保护建设成果；二是转变草原

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草牧业发展步伐，用政策资金支持舍饲养

殖小区、标准化规模养殖、人工种草及饲草加工转化项目，增强

畜产品生产和供给能力，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稳步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未发现问题。下一步改进措

施：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制度，靠实责任，严格补贴资金

兑付，全面完成禁牧、监测等后续工作任务；二是建议国家继续

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促进河西荒漠草原



生态持续好转和地区草畜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第三轮草原补奖政

策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自评优。

2.“高台县寒旱农业现代畜牧业发展项目”项目绩效自评情

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

目全年预算数为 50 万元,执行数为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专业化、

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水平，增强畜牧业稳产保供能力，

有效提升畜牧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二是完成 2 个子项目的建设

内容，分别是高台县新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建双列式敞开

牛舍 1 栋 1400 平方米；甘肃鑫达智慧牧场有限公司：购置智能

化自动喂料系统精饲料储存罐 3 个。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未

发现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进一步严格按照《项目财务管

理办法》的规定，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定期与不定期对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杜绝项目资金使用中违法违纪问题的发

生，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效果；二是各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资金

实行专账管理，严格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会计行

为，并自觉接受财政、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的检查、审计，确保

资金专款专用。高台县寒旱农业现代畜牧业发展项目绩效自评情

况：自评优。

3.“粮改饲项目”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

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305 万元,



执行数为 3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是项目以粮改饲为切入点，推广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的发展模

式；二是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全县人工种草面积达到 20 万亩，

秸秆饲料化利用总量达到33.5万吨，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到75%

以上。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一是政策扶持对象条件过高；二

是金融扶持发展机制不配套。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建议降低资

金扶持门槛。资金重点扶持中等规模以下的养殖场乃至小散户全

株玉米青贮，也就是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大面积扶持；二是建议

降低贷款门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切实解决饲草加工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牧场)融资难的问题。粮改饲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自评优。

4.“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奶牛养殖合作社建设项目”

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

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40 万元,执行数为 4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项目建成后，全县

畜禽养殖标准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有利于推进畜牧业提档升级、

清洁、绿色健康发展，可从根本上解决因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问

题，使项目主体单位养殖及周边养殖户得以顺利实施，对加快当

地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将起到积极地带动和示范作用；二是通

过项目实施带动，逐步建成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主要

内容的种养循环产业链，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



畜禽养殖废弃物和秸秆资源化利用制度，构建“生态环保、安全

高效、持续健康”的县域畜牧业发展格局和种养良性循环发展产

业链，到 2023 年，全县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

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发现的主

要问题及原因：未发现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进一步严格

按照《项目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定期与

不定期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杜绝项目资金使用中

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效果；二是各项目实

施主体对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严格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

规定，规范会计行为，并自觉接受财政、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的

检查、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抓好监督检查，对发现存在的

问题，限时整改，保证项目的质量和完整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能力提升奶牛养殖合作社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自评优。

5.“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项

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50 万元,执行数为 15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扩大基础母牛群体，扩

大基础公牛群体，夯实肉牛产业发展基础。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

因：未发现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进一步严格按照《项目

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定期与不定期对资

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杜绝项目资金使用中违法违纪问



题的发生，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效果；二是各项目实施主体对项

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严格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

会计行为，并自觉接受财政、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的检查、审计，

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抓好监督检查，对发现存在的问题，限时整

改，保证项目的质量和完整性。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肉牛增

量提质行动项目)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自评优。

6.“高台县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项目”

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

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0 万元,执行数为 5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对高台县国家肉牛

核心育种场（甘肃共裕高新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牛生长数

据的测定，测定内容包括种牛繁殖性能（初产年龄、产犊间隔、

繁殖成活率）、生长发育性能（体重、体高、背标厚度、眼肌面

积）等数据。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未发现问题。下一步改进

措施：一是进一步严格按照《项目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

项目资金管理，定期与不定期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杜绝项目资金使用中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

效果；二是各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严格按照

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会计行为，并自觉接受财政、农

业农村等主管部门的检查、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抓好监督

检查，对发现存在的问题，限时整改，保证项目的质量和完整性。。



高台县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项目绩效自评

情况：自评优。

7.“黄牛冻配管理及冻精保存液氮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

情况：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

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3 万元,执行数为 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促进牛产业规模化养殖和家庭牧场

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二是提升牛产业综合效益，保存冻精。发

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在该经费使用过程中，暂未发现任何问题。

下一步改进措施：做到专款专用，合规合理使用黄牛冻配管理经

费。该项目评价得分 100，自评结果“优”。

8.“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

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为 10 万元,执行数为 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一是开展畜牧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 6 次，提高养

殖场（户）养殖效益；二是引进并推广畜禽新品种 6 个，推动畜

牧业转型升级，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在县级工作经费使用

过程中，暂未发现任何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严格执行财务各

项规章制度，合规合理使用工作经费。该项目评价得分 100，自

评结果“优”。

（二）疫控中心



9.“动物防疫补助经费项目”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

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为 92.56 万元,执行数为 92.5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一是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

得到有效控制。做好重大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处置工作，及时

有效处置突发动物疫情；二是强制扑杀牲畜及时做无害化处理；

三是有效保障动物疫病防疫人员的身体健康，提升动物疫病防控

能力。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从上到

下下拨及时，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充裕的时间，项目实施能够严格

遵守相关要求执行，没有发生偏离绩效目标的现象发生。下一步

改进措施：做到专款专用，合规合理使用。该项目评价得分 98.8，

自评结果“优”。

10.“村级动物防疫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根据年初设

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75.9 万元,执行数为 75.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通过使用该经费，一是 2023 年动物防疫应免畜禽整

体免疫密度都达到了 98.3%，抗体合格率达到了 97.12%，布病等

人畜共患病有效防控，辖区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和公共卫生安

全事件，使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控

制。做好重大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处置工作，及时有效处置突

发动物疫情。二是强制扑杀牲畜及时得到无害化处理。发现的主



要问题及原因：在该经费使用过程中，资金从上到下下拨及时，

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资金使用能够严

格遵守相关要求执行，没有发生偏离绩效目标的现象发生。下一

步改进措施：做到专款专用，合规合理使用。该项目评价得分

100，自评结果“优”。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项目实行合同化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项目资金区

域绩效目标，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对具体项目的绩效目标绩

效逐项细化。按国家和省上相关规定，严格规范资金用途，严禁

挤占、挪用、截留现象发生，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