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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度天河区农业农村局部门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全面贯彻落实关于“三农”工作

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按照区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坚持和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药登记管

理办法》、《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印发 2021年天河区产地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天农〔2021〕5号）、《关

于印发广州市农业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产地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农〔2016〕48号）、《广州

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 2021年广州市品牌农产品博览会参展筹

备工作的通知》、《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1 年广州

市农药监管及减量增效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农函〔2021〕139

号）、《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2021年广州市农业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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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攻坚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农函〔2021〕39号）、《广州市

农业农村局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广州市 2021 年度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农函〔2021〕226号）、

《广州市天河区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

发广州市天河区 2021年红火蚁统一防控行动方案的通知》（穗

天农〔2021〕4号）、《关于成立广州市天河区农作物重大病虫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穗天农〔2021〕2号）、《广州市农

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9～2030）的

通知》（穗农〔2019〕58号）、《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天河区实施<广州市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细则的通知》（穗

天府规〔2018〕5号）、《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当前农业

防旱减灾等工作的通知》、《广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

公室关于 2019 年防汛防旱防风工作情况的报告》（综二应急

〔2019〕117号）、《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 广

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我省未雨绸缪做好防旱抗旱工作简

报>的通知》（综二应急〔2019〕118号）、《天河区三防应急

预案》等开展农业生产监管与科技推广工作，完成农业安全生

产监管抽查、科技推广及宣传培训工作，做好农业生产绿色防

控工作；加强天河畜禽、水产禁养的日常巡查；做好农田建设

管理工作，有效排除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最大限度杜绝外来

有害生物入侵，有力监控和防治辖区范围内农业生产有害生物，

争取及时发现及时启动应急防治，有限控制有害生物扩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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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三）项目绩效目标

农业综合管理经费项目内容包括：农用地病虫害防治经费、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经费、杨桃基地柑橘小实蝇防治补贴、

农业面源巡查经费、广州市品牌农产品博览会经费、网格化公

示牌服务费、区级农业龙头企业评定服务费、农业产业监督管

理和技术推广工作等。

农业综合管理经费项目绩效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市委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通过

开展农业安全生产监管抽查、科技推广及宣传培训工作，有效

排除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做好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实现对辖

区范围内农业生产有害生物的有力监控和防治,最大限度杜绝外

来有害生物入侵，避免辖区发生有害生物重大疫情灾害。加强

天河畜禽水产禁养的日常巡查，规范畜禽散养，严防水产复养，

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水污染。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修复、维护等工

作，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扶持优质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使我区涉农企业做大做强。

农业综合管理经费项目绩效指标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培

训次数、食用农产品产地直排河涌地表水检测完成率、农药安

全使用知识普及率、农用地有害生物重大疫情爆发次数、红火

蚁防控至危害程度一级以下农用地比率、农户对农药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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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效果的满意度等。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农业综合管理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285万元，项目资金来源

为一般预算拨款本年安排(区本级)，年度预算 58.94万元，年中

预算调减 226.06万元，预算调整率 79.32%，预算完成率 100%。

预算调整主要原因：根据厉行节约的原则，落实过“紧日子”

的要求，年中调减预算 226.06万元。

（五）项目实施情况

1.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印发《天河区关于进一步健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进一

步加强网格化管理的通知》，科学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

监管人员责任图并公示，责任落实到人，在区、街、经济联社

办公场所及田间地头共安装25块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人

员责任公告栏。

2.牵头开展产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摸清各涉农街

道种植地块面积、位置、种植户等信息，逐一登记造册，对种

植户名册保持动态更新，实施分级管理。

3.做好农用地薇甘菊疫情监测及防治工作。通过政府采购

外包服务的方式对辖区内农用地开展薇甘菊疫情监测调查及防

治。2022 年，天河区农用地薇甘菊发生面积共 1506.32 亩，防

治面积 1560.18亩，天河区农用地薇甘菊疫情控制在轻度攀援或

覆盖（10%-3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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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好农用地红火蚁疫情监测及防治工作。一是加强巡查

防治。每月对辖内农用地红火蚁疫情全覆盖监测一次，发现红

火蚁及时防治。2022 年，我区农用地红火蚁累计发生面积共

2111.33亩，较去年 9月 30日有效核减 80%，最大发生面积 427.5

亩，防治面积 4670.7亩，现农用地红火蚁发生程度控制在一级；

二是绩效评价优秀。组织各相关单位召开2022年天河区迎接省、

市红火蚁防控绩效评价工作会，强调要求各单位根据《广州市

红火蚁防控绩效评价评分细则》落实各项工作要求，认真自查

及时整改，做好红火蚁防控评价准备材料，防控绩效评价经市

农业农村主管考核定为“优秀”等次；三是做好春秋两季统一

防控。抢抓春、秋季防控关键期，重点排查农用地、林地、公

园、河涌、未开发建设荒地等区域，摸清红火蚁种群密度和蚁

巢分布等信息，及时准确掌握红火蚁疫情发生情况，向成员单

位派发春、秋季红火蚁防控药剂，要求抓住春季（5-6月）、秋

季（9-11月）防控关键时机，有针对性地开展红火蚁防控工作，

2022年未发生红火蚁大面积恶性蔓延及蛰叮人畜的伤亡事故和

负面舆情事件；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红火蚁防控知识，

印制《使用饵剂要会方法要对》《不慎被咬如有不适立即就医》

《红火蚁巢似山丘野外遇到绕着走》宣传海报 800 余张，《红

火蚁科普手册》三折页 28000余张，派发《致全市广大城镇居

民和农民朋友的一封信》《防控红火蚁，人人齐参与》等红火

蚁宣传资料 8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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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控农业面源污染。一是强化畜禽散养和水产禁养监管。

2022年，出动 14670次对辖内 151个畜禽散养点开展全覆盖巡

查，清理散养畜禽点 107个、清理散养畜禽 9690只。出动 4292

人次对辖内 179口小微水体开展巡查，未发现有经营性水产养

殖行为；二是强化农业投入品使用监管。出动 2283人次对农田

开展全覆盖巡查，发现农田环境脏乱差、农药化肥包装废弃物

乱扔等现象及时告知街道落实整改；三是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

监测。委托检测单位对天河区开展产地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样检

测，抽取土壤、蔬菜、农田灌溉水、农田排水口水质等 308份

样品进行检测、定期开展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与评价，确保

我区产地农产品质量安全。

6.开展农业龙头企业申报与监测工作。2022年，新认定省

级农业龙头企业 1 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7家、区级农业龙头

企业 4 家；监测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2 家、区级农业龙头企业 2

家，均达到合格水平。

7.组织企业参加2022年广州市品牌农产品博览会等各类展

会。积极发动辖区内 6家优质农业企业参加 2022年广州市品牌

农产品博览会，在展期内对 11家企业以电子滚动屏形式进行宣

传。以可食用展示展销、背景墙产品展示及电子滚动屏展示相

结合的方式展示企业产品、文化、品牌、服务、创新等内容，

宣传推介辖内企业及名特优新农产品，加强农业对外合作与交

流，提高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发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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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桑园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家企业 4个产品企业参展第十九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广东综合展区有关活动。推荐广东丝源

集团有限公司 1家企业参与 2022年度优秀采购商推荐评选活动。

8.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针对种植蔬菜的受污染

耕地开展土壤和农产品协同抽样，共抽取土壤 84 份，蔬菜 84

份，经检测，蔬菜检测结果均合格，2022年度天河区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为 100%，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9.开展业务培训。全年共组织各级网格化人员约 500人次

参加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线上工作会议和各类线上培训，

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举办 2022年天河区农作物病虫害（红火

蚁）绿色防治技术培训班，培训现场讲解了蔬菜、草莓等农作

物常见病虫害的生理特性及防治要点，向种植户推荐使用生物

农药、作物新品种。

二、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项目开展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思想、论述、指示和批示精神，做到抗疫、工作两

不误，按要求保障、拨付资金，使资金在“三农”工作中发挥

了应有的效益并取得显著成效。

绩效及预算执行方面，较好完成了 2022年履行农业综合管

理的职能职责和各项农业综合管理重点工作任务，整体支出和

项目绩效情况较为理想，总体上达到了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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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根据落实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年中压

减经费，部分工作未能按原计划进行。

（二）项目绩效分析

1.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研究制定《2022年天河区产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方

案》，督促落实相关科室、单位及属地街、经济联村落实风险

监测和监督抽查情况。印发《 关于做好近一阶段产地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天河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百日攻坚”

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向辖区内种植户派发《农药使用告知书》

和《安全使用农药承诺书》各 224份，开展合格证追溯管理工

作，规范开具使用合格证，通过电话等形式对广东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导出的91家企业是否应开具承诺达标合格

证进行排查，督促需要开证主体尽快开证，指导开证主体规范

使用。组织辖内龙头企业、街、经济联社网格化管理人员等 52

人次参加省厅举办的食用农产品全程追溯衔接试点线上培训会。

举办 2022年天河区农作物病虫害（红火蚁）绿色防治技术培训

班。

2022 年，天河区农用地薇甘菊发生面积共 1506.32亩，防

治面积 1560.18亩，天河区农用地薇甘菊疫情控制在轻度攀援或

覆盖（10%-30%）水平。印发《广州市天河区 2022年红火蚁防

控行动方案》。每月对辖内农用地红火蚁疫情全覆盖监测一次，

发现红火蚁及时防治。2022年，我区农用地红火蚁累计发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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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共 2111.33亩，最大发生面积 427.5亩，防治面积 4670.7亩，

现农用地红火蚁发生程度控制在一级水平。印制《使用饵剂要

会方法要对》《不慎被咬如有不适立即就医》《红火蚁巢似山

丘野外遇到绕着走》宣传海报共 800余张，《红火蚁科普手册》

三折页 28000余张，派发《致全市广大城镇居民和农民朋友的

一封信》《防控红火蚁，人人齐参与》等红火蚁宣传资料共计

820份。

2022年，出动 14670次对辖内 151个畜禽散养点开展全覆

盖巡查，清理散养畜禽点 107个、清理散养畜禽 9690只。出动

4292人次对辖内 179口小微水体开展巡查，暂未发现有经营性

水产养殖行为。出动 2283人次对辖内农田开展全覆盖巡查，发

现农田环境脏乱差、农药包装废弃物乱扔等现象及时告知街道

落实整改。委托检测单位对天河区开展产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抽查，抽取农田灌溉水、农田排水口水质等 140 份水样品进

行检测，抽取土壤、蔬菜各 84份开展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与

评价。

印发申报通知主动在天河区门户网站及企业工作微信群中

公布，2022年，新认定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1家，新认定市

级农业龙头企业 7 家、监测合格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2 家，新认

定区级农业龙头企业 4家、监测合格区级农业龙头企业 2家。

2.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次数 16次。2022年共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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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16次，达到年初绩效目标。

（2）食用农产品产地直排河涌地表水检测完成率 100%。

按照预定计划开展和完成，达到年初绩效目标。

（3）农药安全使用知识普及率 100%。向辖区内种植户派

发《农药使用告知书》和《安全使用农药承诺书》各 224份，

达到年初绩效目标。

（4）辖区农地有害生物重大疫情爆发次数。2021年我区无

有害生物重大疫情爆发。

（5）红火蚁防控至危害程度一级以下农用地比率 100%。

2022 年，我区农用地红火蚁累计发生面积共 2111.33 亩，最大

发生面积 427.5 亩，防治面积 4670.7 亩，现农用地红火蚁发生

程度控制在一级，同时，未发生红火蚁大面积恶性蔓延及蛰叮

人畜的伤亡事故和负面舆情事件。

（6）农户对农药安全使用培训效果的满意度 100%。经不

记名问卷调查，农户对农药安全使用培训效果的满意度 100%，

达到年初绩效目标。

三、存在问题或不足

根据落实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的要求，年中压减

经费，部分工作未能按原计划进行，预算调整率较高。

四、相关建议

扎实做好项目预算编制的预测分析，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预算执行过程中，加强项目的跟踪管理，确保预算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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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