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农业农村厅文件

宁农(计)发[2019]36 号

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三批农业财政
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区直有关单位：

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经商自治区财政

厅同意，现将 2019 年第三批农业财政项目资金计划下达你们（详

见附件），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共下达中央和自治区项目资金 32862.4 万元。具体

计划如下：

（一）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 30222.4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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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肉牛“见犊补母”14100 万元；

2.新建设施农业 12318 万元；

3.休闲农业示范点 840 万元；

4.奶产业发展 1781 万元；

5.冬牧 70 黑麦种植 583.4 万元；

6.海原县肉牛产业 300 万元；

7.原州区肉牛产业 300 万元。

（二）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资金 2000 万元，其中：

8.平罗县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1000 万元；

9.原州区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1000 万元。

（三）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600 万元。

10.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 600 万元。

（四）科技转化与技术推广 40 万元

11.十佳种植能手、十佳养殖能手、十佳农机能手、十佳农民

企业家资助 40 万元。

二、坚持改革创新。根据《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国发[2017]54 号）精神，按照自治区

财政厅统一部署，2019 年农业项目资金继续实行“大专项+任务清

单”管理模式。本次下达农业项目，根据保障的政策内容分为约

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见各项目总体方案附表），约束性任务

总体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必须完成，资金原则上不允许整合、调

整（纳入国家及自治区贫困县整合资金范围的除外）；指导性任

务在完成总体方案确定的各项建设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当地产业

发展需求，可在同一大专项内调剂使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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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主体责任。农业财政项目继续实行责任、权利、任

务、资金“四到县”，各市、县（区）要强化主体责任，按照财

政支农资金“公开、公平、公正”和“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

的原则，健全制度、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农业农村厅各处（室、

局）要加强项目监督检查，督促市、县（区）切实加强项目管理，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实施及资金监管

工作的责任化、制度化、绩效化。

四、加强工作协调。肉牛“见犊补母”、新建设施农业、休

闲农业示范点、奶产业发展、冬牧 70 黑麦种植等项目涉及地方债

资金，请各相关市、县（区）农业农村局要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二批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宁

财债指标[2019]335 号）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统筹 2019 年地方

政府新增债券资金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通知》（宁财便

函[2019]618 号）及时与财政部门加强对接和工作协调，确保资金

落实到位。永宁县、惠农区、吴忠市涉及资金从《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19 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第

三批）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19]539 号）中统筹解决。

五、严格实施程序。各市、县（区）要根据本计划，分项目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分解细化建设任务，明确项目验收细则，在

本计划下达 20 个工作日内，将分项目实施方案汇总，以农业农村、

财政联合行文分别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规划财务处）、财政厅

（农业农村处）备案。项目实施结束后，各市、县（区）要及时

组织项目总结验收，验收结果要在当地主要媒体予以公示，公示

结果无异议后，兑付项目资金。项目公示情况、工作总结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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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报告要及时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业务处局、财政厅农

业农村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财政厅根据项目执行情况适时组

织项目督导检查。中央项目，有另行规定的，遵照其执行。区本

级单位实施的项目由农业农村厅各业务处室（局）牵头组织验收。

六、推进资金整合。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

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6]127 号），红寺堡区、

盐池县、同心县、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

海原县等 9 个贫困县（区），根据脱贫攻坚实际需要，可以对中

央及自治区指定范围资金进行整合。纳入整合范围的中央资金包

括：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农业综合开

发补助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

金（省级统筹部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

直接补贴除外）；自治区资金包括：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农业

科技创新与推广资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资金、农业执法与监

管资金。纳入整合范围的项目资金，不受本计划资金用途、建设

内容、建设地点等约束。各市、县（区）在安排项目时，要向重

点贫困村倾斜，特别是支持 2019 年 109 个脱贫销号村和 100 个深

度贫困村产业发展。

七、强化绩效考核。2019 年全区农业财政项目，全面实施项

目绩效管理，为了做好项目绩效考核评估工作，我们分项目制定

了绩效考核实施方案，与项目资金计划同时下达，并适时组织开

展绩效评价和第三方监管。对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市、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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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通报批评，责令整改，并调减下年度相关农业项目资金。 具

体考核办法详见各项目实施方案附件，请各市、县（区）严格按

照分项目绩效考核评估实施方案要求，提前做好档案收集、自评

等工作。各市、县（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健全项目绩效管理制

度，制定绩效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建立重点项目绩效考核指标

体系，加强项目跟踪问效，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八、加快实施进度。各市、县（区）和项目单位要严格执行

财政支农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管理要求，切实加快项目执行和资金

支付进度，对于验收合格并公示无异议的项目，要及时拨付项目

资金，不得延误。原则上要求所有项目要在 2019 年 10 月底前完

成实施并组织验收，11 月底前完成所有项目资金兑付。项目中凡

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建设内容和服务，必须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

关规定实行政府采购，并在本计划通知下达后 35 个工作日内办理

采购事宜，同时做好资产调拨、发放、登记等管理工作。

九、严格项目资金管理。各市、县（区）要严格按照本计划

实施项目，确保项目资金落实到位，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

如发现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违规行为的，将依照国家及自

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严肃查处。

十、加强项目档案管理。所有项目均要建立基础档案，各市、

县（区）要将项目申报书、项目确认评审意见、检查验收报告等

资料建档归类，详细记录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建设地点、建

设内容、采购物品发放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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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9 年第三批农业财政项目资金计划总表

2.2019 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实施总体方案

3.2019 年新建设施农业项目实施总体方案

4.2019 年休闲农业示范点项目实施总体方案

5.2019 年奶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总体方案

6.2019 年冬牧 70 黑麦种植项目实施总体方案

7.2019 年海原县肉牛产业项目实施总体方案

8.2019 年原州区肉牛产业项目实施总体方案

9.2019年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项目资金计划表

10.2019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资金计划表

11.2019 年十佳种植能手、十佳养殖能手、十佳农机能

手、十佳农民企业家资助项目资金计划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19 年 7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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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

实施总体方案

按照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脱贫富民战略的实施意

见》和农业部、财政部有关中央财政支农项目的管理要求，为加

快基础母牛扩繁，实现“见犊补母”政策全覆盖，特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与目标

2019 年安排“见犊补母”补助任务 28.2 万头，补助资金 1.41

亿元。通过项目实施，推进我区肉牛产业发展，充分调动全区养

殖户饲养基础母牛的积极性，建立肉牛自繁自育良性循环发展模

式，加快优化肉牛生产内部结构，稳定基础母牛存栏量，为促进

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二、补助标准、规模和实施程序

（一）补助标准和规模

在全区 22 个县（市、区）对饲养基础母牛的养殖场（户），

每繁育 1 头犊牛一次性补贴 500 元,计划补助总头数 28.2 万头。

（二）实施程序

1.项目申报。各县（市、区）农牧主管部门根据辖区肉牛基

础母牛存栏情况和年度改良计划，提出 2019 年度预计繁殖犊牛头

数和申请补助金额，报自治区农牧厅备案。

2.制定方案。农牧厅畜牧局根据项目总体目标任务和各县

（市、区）实施计划，组织制定项目总体实施方案、绩效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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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表和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并下达项目任务和补贴资金。各县（市、

区）分别制定辖区项目实施方案、绩效评价指标表和绩效考核实

施方案。

3.建档立卡。各县（市、区）按照《宁夏良种肉用母牛牛只

编号实施办法》规定，对本辖区内基础母牛和当年繁殖的犊牛统

一佩戴耳标、建档立卡。

4.审核公示。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县（市、区）

对本辖区内符合补助条件的基础母牛数量、繁殖犊牛数量和计划

补助资金进行核实并公示。

5.兑付资金。公示无异议后，县（市、区）农牧局会同财政

局对项目补贴犊牛数量和补助资金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由县

（市、区）财政局将补助资金通过“一卡（折）通”兑付给养殖

场（户）。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

项目实行资金、任务、目标、责任“四到县”，各县（市、

区）要逐级建立目标责任制，明确责任，核准信息、加强资金管

理，确保补助资金落实到养殖场（户）。

（二）加强宣传指导

各县（市、区）要加大项目宣传力度，让广大养殖场（户）

充分了解项目实施方式、补助内容，避免虚报、漏报现象的发生。

同时，组织做好肉牛良种母牛和新生犊牛建档立卡等技术指导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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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补贴数量核实

各县（市、区）要扎实开展基础母牛和当年繁殖犊牛的建档

立卡工作。认真核实基础母牛、新生犊牛数量，做到“四见”，

即：见牛，逐村逐户逐头调查；见人，现场调查的母牛、犊牛数

量要经过母牛养殖户确认签字；见标，对母牛佩戴的管理耳标实

行一牛一号登记造册，建档立卡；见榜，公示养殖场（户）饲养

母牛数量和补贴犊牛数量。

（四）加强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

各县（市、区）要会同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加强

对任务落实情况和资金兑付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建立绩效考核机

制，按要求开展项目绩效自评，确保项目取得实效。

附件：1.2019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任务和资金计划表

2.2019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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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任务和资金计划表

市、县（区）
计划补贴犊牛

数（头）
补助资金（万元）

合计 282000 14100

银川市 28700 1435

兴庆区 2800 140

金凤区 3600 180

西夏区 3000 150

永宁县 8000 400

贺兰县 10000 500

灵武市 1300 65

石嘴山市 14300 715

大武口区 500 25

惠农区 800 40

平罗县 13000 650

吴忠市 57000 2850

利通区 3000 150

青铜峡市 7000 350

盐池县 2000 100

同心县 30000 1500

红寺堡区 15000 750

中卫市 35000 1750

沙坡头区 7000 350

中宁县 9000 450

海原县 19000 950

固原市 147000 7350

原州区 32000 1600

西吉县 53000 2650

隆德县 20000 1000

泾源县 7000 350

彭阳县 3500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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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绩效考核

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为确保 2019

年肉牛“见犊补母”任务落实并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考核原则

（一）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原

则，科学规范评估程序和方法、量化考核内容和标准，全面、准

确、客观地衡量工作绩效。

（二）简便易行、稳步推进。选择能够衡量政策项目绩效，

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易于操作和衡量；评估方法和

程序要科学简便，按计划稳步推进。

（三）定量定性、综合评价。评估指标能量化的一律量化，

不能量化的要明确评估标准，并对每个指标合理赋分，自评为主，

审核监督，通过考核评估，有效实现对政策项目绩效的综合评价。

二、评价考核对象与指标

依据《2019 年宁夏肉牛“见犊补母”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对实施项目的主体单位（县级农牧部门）进行考核。根据实际情

况，评价考核共设立三级指标，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 8 个，

三级指标 14 个。绩效考核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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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考核

绩效评价工作分两个层面：一是市、县农牧部门对辖区内的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自评。按照农牧厅绩效考核总体要求，对

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逐项进行打分，绩效评价结果上报自治区农

牧厅（产业处、畜牧局）；二是自治区农牧厅组织开展重点县（市、

区）绩效评价,重点绩效评价项目预算资金总量比例必须达到 30%

以上。

（一）评价方式。评价方式采用组织部门相关人员评价，或

通过专家组（五名以上，其中至少含一名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两

名副高级职称的专家）评审评价，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评审评价的

方式进行，评价必须出具评价报告，绩效评价主体对评价报告负

责。

（二）评价办法

1.现场打分。考评组对照《2019 年宁夏肉牛“见犊补母”项

目绩效考核指标表》（附件 3）考核指标进行现场检查和评价打分。

2.资料核查。按照《2019 年宁夏肉牛“见犊补母”项目绩效

考核指标表》中的考核内容，采取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佐证材料、

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评价、打分。

（三）综合评价。项目绩效评价考核分优秀、良好、合格、

不合格四个档次。90 分（含 90 分）以上为优秀（含 90 分）；80-89

分（含 80 分）为良好；70-79 分（含 70 分）以上为合格；70 分

以下为不合格。考核结果将作为下年度项目和资金安排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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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间安排

（一）自评阶段。2019 年 11 月底之前，被评价考核单位逐项

对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打分，撰写自评报告，连同证明材料

报自治区农牧厅畜牧局。

（二）审核阶段。2019 年 12 月中旬之前，自治区农牧厅畜牧

局对县级自评结果和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方式主要以资料核

实与重点绩效评价为主。

（三）总结阶段。2019 年 12 月底之前，自治区农牧厅畜牧局

将综合评价分数、评估等次建议及工作总结报送农牧厅计财处，

由农牧厅计财处报自治区财政厅及农业农村部。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项目实施市、县（区）和单位要专门

成立领导组织机构，明确相应责任人和联络员，落实各项工作任

务，确保全部绩效指标扎实有序完成。

（二）严格工作纪律。在项目绩效考核管理实施过程中，要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

保密纪律，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附表：2019 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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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9 年肉牛“见犊补母”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投

入

资金
落实

资金到位率 2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
100%

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2 分）

资金兑付率 5
实际兑付数/计划兑付×
100%

资金兑付率达到 95%以上（5 分）

组织
管理

组织机构 5
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是否
健全、分工是否明确。

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实施小组（3
分），地方农牧部门细化工作要求，专
门召开相关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工作，
形成会议纪要或下发文件（2 分）

实施方案 5
项目实施方案目标是否明
确，是否切实可行。

制定实施方案（2分）、明确目标任务
指标（2分），制定了项目的具体管理
措施（1分）。

宣传 3
项目全覆盖政策宣传是否
到位

在所辖区宣传项目政策内容（3分）

公示 5 补贴信息是否进行公示 资金发放前对补贴信息进行公示（5 分）

档案管理记录 5 档案管理规范 项目资料齐全，归档管理（5 分）

产

出

数量
指标

补贴任务完成
率

10
实补产犊母牛数/应补产
犊母牛数×100%

对辖区内产犊母牛是否做到了应补尽
补（10 分）

质量
指标

统一佩戴耳标，
建档立卡

10
本辖区内基础母牛和当年
繁育的犊牛是否全部统一
佩戴耳标，建档立卡

对本辖区内基础母牛和当年繁殖的犊
牛全部统一佩戴耳标，建档立卡（10 分）

时效
指标

完成时效 10
是否做到及时进行登记补
贴信息、及时发放补贴资
金

任务、资金 12 月完成（10 分）。

效

果

经济效
益指标

养殖基础母牛
农户政策性收

入提高
10

通过直接补贴，养殖基础
母牛的农户政策性收入提
高情况

养殖户均增收 500 元以上（10 分）

社会
效益

养殖基础母牛
积极性

5
养殖场（户）是否更愿意
养殖能繁母牛，通过问卷
调查形式获得。

得分=调查问卷愿意度×5 分。

母牛养殖规模
增大

5 存栏母牛数是否增长 存栏母牛数较上年增加（5分）

可持续
影响

对现代畜牧业
持续健康发展

影响
10

基础母牛存栏在一定时期
内达到稳定性

5-10 年（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享受政策的养
殖（场）户对项
目的满意度

10 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得。 得分=调查问卷满意度×5 分。

扣分
项

违规
违纪

违规违纪 -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
违规违纪行为。

被监察、审计、财政监督等机构查出存
在冒领、骗取项目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
的，一次性扣 20 分，造成严重负面影
响的，总评分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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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9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

实施总体方案

为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设

施农业建设质量和水平，提高蔬菜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城乡居民

蔬菜供给，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关

于推进脱贫富民战略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7﹞33 号），特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按照自治区“一特三高”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和“1+4”特色产

业发展要求，以推进产业现代化为主攻方向，以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举龙头、拓市场、连基地、带农

户，充分发挥我区蔬菜产业资源和品质优势，大力实施高标准新

建设施农业项目，推广轻简化、可移动等高标准设施建造技术，

提升设施农业建设质量和生产水平，强化设施装备配套，提高冬

季安全生产性能，保障蔬菜有效供给，推动设施蔬菜产业稳定发

展。

二、主要目标

2019 年,根据年度资金计划核实下达设施农业建设任务 2.6

万亩，其中：二代日光温室 0.55 万亩、大跨度全钢架拱棚（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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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米以上，高度 3.5 米以上）0.92 万亩、中拱棚 1.13 万亩。在

设施建造上，各地要严格按照《宁夏标准二代节能日光温室、大

中拱棚建造图纸》进行施工，日光温室墙体采用新型材料或夯筑

土墙，跨度 8 米以上，钢架间距 1-1.2 米，脊高 4 米以上，结构

参数及建造质量必须达到宁夏二代温室标准；拱棚为全钢架或水

泥拱架竹板结构，抗风抗压性能好，基地水、电、路基础设施基

本完善，土壤、空气、灌溉水质量符合相关蔬菜产地环境条件行

业标准。

三、资金用途

2019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资金共计 12318 万元，主要

支持日光温室、大跨度拱棚、中拱棚建设，对新建标准二代日光

温室每亩一次性补贴 10000 元，补贴面积 0.55 万亩；新建全钢架

大拱棚（跨度 10 米以上，高度 3.5 米以上），每亩一次性补贴 5000

元，补贴面积 0.92 万亩；新建中拱棚每亩一次性补贴 2000 元，

补贴面积 1.13 万亩。2018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剩余资金结

转至 2019 年继续使用，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高标

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实施方案，全面支持高标准新建设施建设。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各地要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进一步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对设施蔬菜产

业的组织领导，强化县区、部门协作，明确发展目标，完善措施，

制定计划，细化任务，做到上下衔接、部门联动，确保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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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位。

（二）统筹整合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各地要多渠道筹集设

施农业建设发展资金，以财政投入为引导、搭建金融平台，带动

多种经营主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

机制，引导和鼓励个人、单位及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设施蔬菜产业

发展，实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

促进设施农业优化升级。

（三）强化指导监督，加快园区建设。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

指导项目实施单位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标准，确保设

施建设质量达标。新建设施要按照设施农业建设用地管理程序，

严格进行备案，统一编号建档立卡，有明确的四址图、GPS 坐标，

并在建设现场设立公示牌；有条件的县区可利用无人机对新建设

施农业进行航拍，建立电子档案。

（四）抓好科技支撑，确保提质增效。充分发挥自治区“两

组一会”在设施农业建设生产中的指导作用，鼓励技术人员以有

偿服务、技术入股、创办实体等形式，积极参与设施农业建设生

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示范带动能力，加快实用技术的转

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实现提质增效。

（五）加强绩效考核，做好项目管理。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

做好绩效考核，项目结束后及时组织进行总结验收，对验收结果

予以公示，并将项目公示情况、绩效考核报告和验收报告分别报

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和财政厅。对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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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按照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统一规划，参照《宁夏标准二代节

能日光温室、大中拱棚建造图纸》自行筹资建设的设施，经农业

农村部门验收合格后，补贴资金可直接补贴到实施主体。

附件：1.2019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任务及资金计

划表

2.2019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绩效考核实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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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20
19

年
高
标
准
新
建
设
施
农
业
项
目
任
务

及
资
金
计
划
表

单
位
：
万
元
、
亩

县
（

区
）

指
导

性
任
务
资

金

资
金

合
计

面
积

合
计

日
光

温
室

大
跨

度
全
钢
架

拱
棚

中
拱

棚

资
金

面
积

资
金

面
积

资
金

面
积

合
计

1
2
3
1
8

2
5
9
4
0

5
4
7
0

5
4
7
0

4
5
9
0

9
1
8
0

2
2
5
8

1
1
2
9
0

银
川

市
5
8
0
0

8
7
5
0

3
1
5
0

3
1
5
0

2
5
5
0

5
1
0
0

1
0
0

5
0
0

兴
庆
区

1
00

2
00

1
00

2
00

金
凤
区

1
25
0

2
00
0

5
00

5
00

7
50

1
50
0

西
夏
区

3
50

6
50

5
0

5
0

3
00

6
00

贺
兰
县

1
10
0

2
00
0

5
00

5
00

5
00

1
00
0

1
00

5
00

永
宁
县

1
50
0

1
90
0

1
10
0

1
10
0

4
00

8
00

灵
武
市

1
50
0

2
00
0

1
00
0

1
00
0

5
00

1
00
0

石
嘴

山
市

1
1
5
8

1
8
9
0

6
0
0

6
0
0

5
0
0

1
0
0
0

5
8

2
9
0

平
罗
县

7
20

1
00
0

5
00

5
00

2
00

4
00

2
0

1
00

大
武
口
区

3
28

6
90

5
0

5
0

2
50

5
00

2
8

1
40

惠
农
区

1
10

2
00

5
0

5
0

5
0

1
00

1
0

5
0

吴
忠

市
1
1
7
0

1
8
9
0

6
9
0

6
9
0

4
0
0

8
0
0

8
0

4
0
0

利
通
区

1
30

3
00

5
0

5
0

5
0

1
00

3
0

1
50

青
铜
峡
市

8
70

1
20
0

6
00

6
00

2
50

5
00

2
0

1
00

盐
池

1
10

2
40

4
0

4
0

5
0

1
00

2
0

1
00

孙
家
滩

6
0

1
50

5
0

1
00

1
0

5
0

中
卫

市
2
1
3
5

6
0
0
0

8
5
0

8
5
0

4
2
5

8
5
0

8
6
0

4
3
0
0

沙
坡
头
区

1
16
0

1
70
0

8
00

8
00

3
00

6
00

6
0

3
00

中
宁
县

5
75

2
60
0

5
0

5
0

2
5

5
0

5
00

2
50
0

海
原
县

4
00

1
70
0

1
00

2
00

3
00

1
50
0

固
原

市
2
0
5
5

7
4
1
0

1
8
0

1
8
0

7
1
5

1
4
3
0

1
1
6
0

5
8
0
0

原
州
区

7
60

3
40
0

1
00

1
00

6
60

3
30
0

西
吉
县

1
50

3
00

1
50

3
00

彭
阳
县

1
50

3
00

1
50

3
00

隆
德
县

9
60

3
36
0

6
0

6
0

4
00

8
00

5
00

2
50
0

泾
源
县

3
5

5
0

2
0

2
0

1
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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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

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通过项目绩效目标考核客观、真实

地反映财政项目实施情况。同时，为充分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全面提高优势特色主导产业高标准设施农业建设项目执行水平，

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考核原则

（一）指导思想。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

格公平的要求，突出标准化和可操作性，遵循县级自评、自治区

主管部门复核的程序，统一标准，逐级把关，阳光操作，确保优

势特色主导产业高标准设施农业建设项目考核顺利开展。

（二）考核原则。制定科学、可操作的考核指标，规范考核

程序；严格考核程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督，

确保考核工作公平、公正。坚持考核结果与补助经费挂钩，根据

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举一反三，持续改进项目工作。

二、考核对象

各项目承担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三、考核内容

（一）年度任务。按照自治区确认后下达的计划任务，检查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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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施建设质量。新建设施按照宁夏二代节能日光温室、

大中拱棚建设要求进行考核。日光温室墙体厚度 1.2-1.5 米，后

屋面净宽 1.6 米厚度 0.6 米以上，后屋面仰角 40-45°；拱棚建设

引黄灌区以 NXG-1、NXG-2 型全钢架或钢竹结构为主，中部干旱带

和南部山区以 PYSDP2008－3 型水泥拱架竹板结构和 PYSDP2008－

7 型钢架竹板结构为主。设施占地面积日光温室 60 米按 2.5 亩计，

80 米按 3 亩计；大跨度拱棚脊高 3.5 米，长 60 米、跨 10 米按 1

亩计；中拱棚长 70 米、跨度 8 米按 1 亩计。

（三）种植情况。已有温室、当年新建温室投入生产面积、

种植作物布局、茬口安排等；阳畦地种植情况。

四、考核方法

优势特色主导产业高标准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绩效考核工作以

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自评为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

植业管理处会同规财处、产业发展处及相关专家组成自治区考核

组，组织检查复核，综合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得出考核结果，形成

综合评价报告。考核分三个阶段：

（一）自我评价。由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对照绩效

管理内容和具体指标，开展自评工作，对每一项指标进行定量打

分，形成自评报告，并将结果在县级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结

束后将自评报告及公示结果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二）检查复核。自治区考核组，采取室内审查资料与现场

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一是资料审查，对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报送的

绩效自评报告、公示结果、实施方案、项目总结、资金使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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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始资料进行核实，并对自评打分结果进行审核。其他原始资

料包括：每个项目实施单位详细资料、项目实施点考核打分表、

建设规划、设施布局图（含项目县设施总体布局图、每个片区设

施四址图、GPS 坐标、设施编号）、农户名册、工作总结、管理制

度、相关会议文件及其它资料；二是现场考核，考核组对各县（市、

区）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抽查，对自评打分结果进行复核。

（三）综合评价。自治区考核组根据各县（市、区）自评报

告和检查复核情况，对项目绩效考核进行综合评分，并形成项目

绩效考核综合评价报告。

五、进度安排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完成自评及公

示工作，报送相关材料。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自治区考核组开展项目检查复核，完

成项目绩效考核综合评价报告。

六、考核结果

2019 年项目绩效考核结果，种植业管理处将在年底种植业工

作总结会议上进行通报，同时与下一年度项目资金安排挂钩。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成立

优势特色主导产业高标准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并会同规财处、产业发展处成立项目考核组，共同推进项目

绩效管理工作。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成立相应的项目管理机

构，明确责任、科学规划、细化任务、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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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顺利推进。

（二）强化考核管理。各项目实施单位要注重项目实施工作

的日常资料收集和整理，以平时自我考评为主，以年终考评为辅，

建立起日常工作考评的长效工作机制，做到一季度一自查、半年

一自评，确保项目实施前有方案、实施中有管理、实施后有效果。

（三）加强技术指导。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要充

分利用自治区“两组”一会专家组技术优势，成立项目技术指导

组，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严格把关技术参数，确保

建设质量。

（四）严守工作纪律。考核组要强化自我监督意识，并自觉

接受项目实施单位的监督，要严肃考核纪律，做到轻车简从，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各项目实施单位严禁提供虚假材料、向考核

小组成员赠送礼品等影响考核秩序的情况发生。

附表：2019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绩效考核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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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9 年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绩效考核指标表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

指标

高标准二代日光温室≥
0.55 万亩

完成计划建设任务得满分，未完成酌
情扣 1-5 分

10分

大跨度全钢架拱棚≥
0.92 万亩

完成计划建设任务得满分，未完成酌
情扣 1-5 分

10分

中拱棚≥1.13 万亩
完成计划建设任务得满分，未完成酌
情扣 1-5 分

10分

质量

指标

严格按照宁夏二代标准
节能日光温室、大中拱棚
建设要求进行建造，质量
合格率为 100%

严格按照宁夏二代标准节能日光温
室、大中拱棚建设要求进行建造，质
量合格率达到 100%得满分，每降低
一个百分点扣 1分

10分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

效益

新建设施投入生产率≥
95%

新建设施投入生产率≥95%得满分，
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 0.5 分

10分

生态效益

指标

光热水土资源利用率明
显提高

光热水土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得满
分，没有明显提高酌情扣 1-5 分

10分

社会效益
设施农业安全综合生产
效率明显提高

达到任务指标得满分，无提高酌情扣
1-2 分

10分

满意度

（10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农民抽样调查满意度≥

80%

达到任务指标得满分，每降低 1%扣 1

分
10分

专项名称 高标准新建设施农业项目

中央主管

部门
财政部、农业部 专项实施期 2019 年-2020 年

省级财政

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资金情况

年度资金 12318 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 12318 万元

年度目标
目标：新建高标准设施农业 2.6 万亩，其中，二代日光温室 0.55 万亩、大跨度全钢架拱棚（跨度 10 米

以上，高度 3.5 米以上）0.92 万亩、中拱棚 1.13 万亩。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赋分

得

分

管理

指标

（20 分）

领导

机构

有文件，有协调会议纪要
明确领导机构，有协调工
作会议记录和纪要

有文件，有协调会议纪要明确领导机
构，有协调工作会议记录和纪要得满
分，机构不完整酌情扣 1-2 分

4 分

实施

方案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实施
方案切实可行，布局合理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切实可
行，布局合理得满分，方案不合理酌
情扣 1-2 分

4 分

制度建设

及档案管

理

计划管理、资金管理、施
工管理等制度健全；有农
户花名册，有完整的档
案，并分类整理立卷

计划管理、资金管理、施工管理等制
度健全；有农户花名册，有完整的档
案，并分类整理立卷得满分，制度建
设及档案管理不规范酌情扣 1-2 分

4 分

资金

管理

建立专帐，专款专用，无
截留挪用，有项目财务决
算审核报告

建立专帐，专款专用，无截留挪用，
有项目财务决算审核报告得满分，财
务管理不规范酌情扣 1-2 分

4 分

信息报送

及总结验

收

按要求及时上报项目方
案、实施进展等信息，及
时完成项目总结，组织项
目自验并上报情况

按要求及时上报项目方案、实施进展
等信息，及时完成项目总结且数据充
实完整，组织自验并上报情况得满
分，信息报送及项目总结不到位酌情
扣 1-3 分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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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8 年休闲农业示范点项目（验收制）资金计划表
序

号
县名 农庄（园）名称 实施单位 农庄（园）主题类型 农庄所在地

资金

（万元）

1

兴

庆

区

塞上禾乐村
宁夏华夏河图文化旅游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休闲旅游度假村 兴庆区掌政镇掌政村 20

2 五渡桥农庄
银川五渡桥农庄

餐饮有限公司
农家乐 兴庆区掌政镇孔雀村 20

3 开心林场 银川市开心林场农家乐 休闲观光农园
滨河新区 203 省道

111 公里处
20

4 艾伊薰衣草庄园
宁夏艾伊薰衣草

文化旅游公司
休闲观光农园

滨河新区 203 省道

111 公里处
20

5

金

凤

区

杨老大农庄
银川市金凤区

杨老大农家乐
农家乐 金凤区正源北街联丰村 20

6

永

宁

县

红树莓生态园
宁夏青禾农牧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三产融合示范园 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 20

7
贺

兰

县

桃林又一村
贺兰县兆丰

生态渔业有限公司
休闲农庄 贺兰县立岗镇桃林村 20

8 瑞信农庄
宁夏瑞信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设施农业农家乐 贺兰县新平设施园区六期 20

9 新明鱼庄 贺兰县洪广镇新明庄园 休闲渔庄 贺兰县洪广镇高荣村三舍 20

10
灵

武

市

银湖沙漠

生态小镇

宁夏银湖狼皮子梁有机生态

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三产融合示范园 灵武市狼皮子梁开发区 20

11 长枣庄园 休闲观光农园 灵武市农场农六队 20

12
大
武
口

同福园农庄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同福园休闲农庄
农家乐

大武口区大武口乡

西环路社区
20

13
惠
农
区

西御王泉酒庄
宁夏西御王泉

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休闲旅游酒庄 惠农区燕子墩乡罗家园村 20

14

平

罗

县

碧香庭休闲农庄
平罗碧香庭

生态休闲农庄
休闲农庄

平罗县高仁乡 203 省道向东

100 米
20

15 沁园生态园
平罗县沁园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
休闲农庄 平罗县姚伏镇高路村 20

16 塞上春休闲农庄
宁夏塞上春农产品

物流有限公司
设施农业农家乐 平罗县城关镇沿河村 20

17 高老庄休闲农园
平罗县鑫晟农牧

开发有限公司
农家乐 平罗县陶乐镇东园村 20

18 利

通

区

牛家大院
宁夏牛家大院生态

观光有限公司
农家乐 利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 20

19 桃花湾休闲农园
吴忠市艺苗林果

专业合作社
休闲采摘农园

利通区金银滩镇

(吴忠林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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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休闲农业示范点项目（验收制）资金计划表
序

号
县名 农庄（园）名称 实施单位 农庄（园）主题类型 农庄所在地

资金

（万元）

20

红

寺

堡

罗山酒庄 宁夏罗山酒庄有限公司 休闲旅游酒庄 红寺堡区罗山路 C2 路 20

21 同

心

县

王家大院 同心县军强种植合作社 农家乐 同心县下马关镇申家难村 20

22
黄谷川休闲

运动小镇

宁夏黄谷川影视

越野有限公司
休闲运动小镇 同心县兴隆乡黄谷川村 20

23

盐

池

县

哈巴湖生态

休闲园

盐池县哈巴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休闲旅游度假村

盐池县王乐井乡

哈巴湖休闲旅游区
20

24 何家大院
盐池县何家大院

休闲驿站
休闲旅游度假村 盐池县麻黄山乡何新庄村 20

25 园林人家
盐池县園林人家

餐饮有限公司
三产融合示范园 盐池县城南林场 20

26 喜格格农家乐 盐池县喜格格农家 农家乐 盐池县花马池镇柳杨堡村 20

27 梦艺园休闲农园
宁夏梦艺园休闲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设施农业农家乐 盐池县花马池镇南园新村 20

28
沙

坡

头

区

山疙瘩休闲农场
中卫市山疙瘩

家庭休闲农场
休闲农庄 沙坡头区常乐镇熊水村 20

29
永康达茂

休闲农园

宁夏神聚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三产融合示范园 沙坡头区永康镇达茂村 20

30 中

宁

县

红宝明德

休闲农园

宁夏红宝农林牧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三产融合示范园 中宁县大战场镇石喇叭村 20

31 玺赞枸杞庄园
宁夏鑫阳农林牧业

开发有限公司
三产融合示范园

中宁县鸣沙镇红柳沟西岸

小盐池滩
20

32
原

州

区

富贤山庄
固原市原州区

康禾种养殖合作社
休闲农庄 原州区彭堡镇别庄村 20

33 柳泉山庄 宁夏柳泉农业有限公司 休闲农庄 原州区开城镇小马庄村 20

34 聚源山庄
固原市原州区

文义家庭农场
休闲农庄 原州区头营镇蒋和村五组 20

35
泾
源
县

龙园生态观光园
泾源县龙园生态

旅游观光园
休闲观光农园

泾源县兴盛乡

红旗村五道沟
20

36
彭

阳

县

友联度假村
彭阳县友联生态

旅游度假村
休闲旅游度假村 彭阳县红河镇友联村 20

37 江南农庄 彭阳县江南农庄 休闲农庄 彭阳县白阳镇罗堡村 20

38 隆

德

县

花田云海

休闲农园

宁夏六盘山五龙花卉园林景

观工程有限公司
休闲观光农园 隆德县城关镇隆泉社区 20

39 毛家沟生态农庄 隆德县毛家沟家乐 农家乐 隆德县联财镇毛家沟村 20

40

西

吉

县

万林农耕文化园
西吉县水岔湾

生态种植合作社
休闲观光农园

西吉县吉强镇

大滩村水岔湾
20

41 华源农夫山庄
西吉县平峰镇

邵川华源农夫山庄
休闲农庄 西吉县平峰镇沙洼村邵川 20

42 丰谷园休闲农园
宁夏丰谷沃原

生态农发展公司
休闲观光农园

西吉县王民乡

王民村雷家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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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8 年奶产业发展项目(验收制)资金计划表

市、县（区） 合计
乳品加工企业扩大

生鲜乳收购项目

拓展婴幼儿配方

奶粉市场项目

合计 1781 1710 71

西夏区 770 770

吴忠市 940 940

中宁县 7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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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6

20
18

年
冬
牧

70
黑
麦
种
植
项
目
（
验
收
制
）
资
金
计
划
表

单
位
：
亩
、
%、

万
元

序
号

县
（
市
、
区

）
计
划
面
积

县
区
自
验
面

积
验
收
合
格
率

验
收
认
定
面

积
资
金

备
注

1
平
罗
县

80
00

银
北
盐
碱
地
农
艺

改
良
项
目
支
持

2
惠
农
区

10
00

3
兴
庆
区

5
00

4
38

9
2.
8

4
06
.
3

6
.1

4
西
夏
区

10
00

1
68
0

8
6.
4

1
45
1
.4

2
1.
8

5
贺
兰
县

60
00

6
00
0

9
5

57
00

8
5.
5

6
永
宁
县

70
00

5
50
8

7
3.
5

4
04
8
.4

6
0.
7

7
灵
武
市

40
00

17
88
.
85

9
6.
5

1
72
6
.2

2
5.
9

8
吴
忠
市

10
00

1
09
5

7
9.
1

8
66
.
1

1
3.
0

9
青
铜
峡
市

90
00

1
35
7
5

10
1.
1

1
37
2
4.
3

2
05
.
9

1
0

利
通
区

90
00

9
28
4

11
7.
7

1
09
2
7.
3

1
63
.
9

1
1

农
垦
集
团

35
00

4
4.
4

9
6.
4

42
.8

0
.6

1
2

合
计

5
00
0
0

39
41
3
.3

9
3.
2

3
88
9
2.
8

5
8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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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2019年海原县肉牛产业项目实施

总体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脱贫攻坚，

引导肉牛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良种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打

造肉牛产业发展集群，推进海原县肉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结

合海原县肉牛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思路

按照海原县“一主三特+X”（1-草畜产业，3-马铃薯、瓜菜、

枸杞中药材， X-其他产业）产业发展思路，拓展华润“基础母牛

银行”，推广“龙头企业 1+3”扶贫模式（即龙头企业+润农联社+

养殖大户/家庭牧场/合作社+贫困户），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支持、

龙头带动、项目驱动、大户示范、科技支撑，加快草畜产业“六

大体系”建设，实现肉牛产业引种、扩规、提质、增效，增加农

民收入、提高脱贫攻坚质量。

二、目标任务

通过产业化项目实施和带动，引导农民发展高端肉牛养殖，

加快基础母牛扩量、良种扩繁，推动养殖示范村建设，积极培育

发展规模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促进肉牛产业提质、扩规、

增效，使海原县肉牛产业快速稳定发展。

三、实施内容

以海原县 2019 年肉牛养殖村为重点，培育肉牛合作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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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母牛扩繁体系建设。

（一）培育 12 个养殖合作社。以 12 个肉牛养殖村村委会班

子为理事会主要成员，成立合作社。每个合作社补贴资金 10 万元。

通过合作社，有效组织示范户从事高端肉牛养殖，从基础母牛补

栏、饲料配制、饲草统筹配送、棚圈建设、饲草调制、疫病防治、

冷配改良、饲养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各方面服务指导。使经

营管理模式科学合理，养殖技术先进成熟，最大限度提高高端肉

牛示范村农牧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海原县高端肉牛产业较快

发展。

（二）实现“见犊补母”政策全覆盖。为推进畜禽良种工程

建设，加快肉牛良种化进程，全面应用肉牛冷配改良技术，提高

良种牛存栏比例，合理调整肉牛的群体结构，扩大基础母牛养殖

规模，提高肉牛个体生产性能，增加养殖经济效益，对全县区域

内选育登记已繁育成活良种犊牛的基础母牛给予每头1000元的补

助。

四、支持环节

计划资金 300 万元，为自治区财政资金。主要用于：

1.肉牛养殖合作社：补贴资金 120 万元。

对肉牛养殖村：海城镇王井村、曹洼乡白崖村、西安镇薛套

村、李俊乡蔡祥村、李旺镇二道村、七营镇高崖村、曹洼乡硝沟

村、树台乡大嘴村、郑旗乡吴湾村、贾塘乡南河村、三河镇代店

村、关桥乡贺堡村成立养殖合作社每个补助 10 万元，主要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饲草料加工调制机械购置补贴、办公用品、前期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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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费用等。

2.基础母牛“见犊补母”补贴：补贴资金 177 万元。

用于解决全县养牛场（户）2019 年“见犊补母”政策全覆盖

缺口资金（每头补贴 1000 元），共补贴 1770 头计 177 万元。

3.管理经费：3 万元（包括信息录入、档案资料整理、调研等

工作费用）。

五、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方案编制（2019年5-6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计

划。

第二阶段：项目实施（2018年6月—9月底）由乡镇负责，按

照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实施。

第三阶段：检查验收（2019年10月），由项目领导小组组织

完成项目检查验收，将验收结果经县政府网站公示无异议后兑付

补贴资金，同时写出自查验收报告上报自治区农牧厅和县人民政

府备案，随时接受自治区督查组的督查检查。

六、考核验收

1.项目实施结束后，由项目乡镇自查验收，自验合格后，在

项目实施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形成自查验收报告，

将结果报送县农业农村局，县级组织检查验收。

2.由农业农村局牵头，会同发改、扶贫等单位部门联合进行

县级验收。

3.见犊补母验收，县级验收采取抽验的办法，抽验比例不少

于 5%。验收结果在县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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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养殖合作社验收，由农业农村局牵头，会同发改、扶贫等

单位部门联合进行县级验收。

七、保障措施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孙占宏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田风奇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各乡镇长、甘盐池种羊场农业科科长

职 责：审定项目建设实施方案，督促检查项目实施情况；

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县级验收。

（二）成立技术服务小组

组 长：张广平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副组长：谢文青 县畜牧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成 员：崔世宁 马启誉 田进吉 田慧英 程全福 黄桂儒

张来宝 赵建武 田宁海 马巧芸 冯 秀 何文梅

丁继敏 黑进保 宋 莉 田慧英 东志礼 阚玉忠

有关乡镇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

职责：负责制定并督促乡镇使各示范村执行各类操作规程及管

理制度；做好项目建设各个环节技术服务指导，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母牛补栏、繁殖母牛选育登记、完善项目档案、产业相关政策

及市场行情新动态、新信息的采集等。

（三）加强部门协作。各乡镇要高度重视示范村养殖合作社

的组建、管理；畜牧产业服务中心要积极配合乡镇,组织技术人员

深入村，现场技术指导服务,切实做到技术人员固定、技术指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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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四）强化考核问责。肉牛产业是海原县主导产业，各乡镇

要高度重视，对工作组织不力、敷衍应付、工作没有进展的，对

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严肃问责。

附件：2019 年海原县肉牛产业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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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海原县肉牛产业项目绩效考核

实施方案

为落实好 2019 年海原县肉牛产业项目各项任务，确保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绩效评价考核对象与指标

按照 2019 年肉牛产业项目实施方案，对肉牛产业各项工

作全面实行绩效评价和考核。绩效评价考核重点从方案与措施、

组织实施、管理情况、完成情况等方面进行。

二、绩效评价和考核

（一）绩效评价。根据《海原县 2019 年肉牛产业项目实施方

案》确定的总体目标、重点工作、完成及经费执行情况进行综合

评价，并认真组织撰写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报告要全面、客

观、真实地反映出肉牛产业工作开展情况和取得成效，主要内容

包括：工作思路及目标、落实情况、推进措施、总体评价、经验

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改进意见和建议等。

（二）绩效考核。县农业农村局成立考核小组，对肉牛产业

项目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内容逐项进行

打分。考核办法如下：

1.现场打分。考核组对照《考核评分标准》中的考核内容，

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和评价打分。

2.资料核查。对照《考核评分标准》中的计划制定、工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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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工作完成三项考核内容，采取询问技术负责人和查阅有关档

案资料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评价、打分。

3.综合评价。绩效评价考核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

个档次。90 分（含 90 分）以上为优秀；80-89 分（含 80 分）为

良好；70-79 分（含 70 分）以上为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

三、绩效考核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县农业农村局、畜牧中心相关人员

组成考评小组，具体负责肉牛产业项目进行绩效考评工作。对实

施的肉牛产业项目进行检查、考核评分和汇总考评情况。

（二）严格绩效考核。考核小组要认真开展绩效考核，确保

绩效考评工作公开、公正、透明。考核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公示，无异议后及时兑付奖补资金。

附表：2019 年海原县肉牛产业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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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9年海原县肉牛产业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名称： 考核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一、方

案与对

标管理

制定

(30分)

实 施 方

案、技术

措施制定

情况（30

分）

制定实施方案，得 10 分；否则，不得分。 10

实施方案中制定了对标管理指标且指标详实，得

10 分；指标不详实，酌情扣分；没有的，不得

分。

10

制定具体技术措施，得 10 分；措施不详实，酌

情扣分；没有制定，不得分。
10

二、工

作落实

(30分)

工作措施

落实情况

（30 分）

积极配合工作，得 5 分；否则，不得分。 5

认真按时填写相关统计调研表，得 10 分；否则，

酌情扣分或不得分。
10

包点技术人员定期到场服务，且有可查实的服务

措施，得 10 分；没有不得分。
10

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得 5分；落实不到位，

酌情扣分；没有落实，不得分。
5

三、工

作完成

情 况

(40分)

（一）见

犊 补 母

（20 分）

有完整母牛体尺测定、产犊登记表、母牛耳标号、

相片记录，得 10 分；不完整适当扣分，没有则

不得分。

10

有见犊补母农户详细资料、验收合格的 10 分，

不合格酌情减分
10

（二）合

作社建设

（20 分）

有按照程序注册成立合作社，有章程、完整的组

织机构、有办公场所、有办公设备，积极开展工

作得 20 分；否则，酌情扣分。

20

合 计 100

考核单位： 考核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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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19 年原州区肉牛产业项目

实施总体方案

肉牛产业是原州区最具区域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地方支柱产

业，也是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减贫带贫效果明显，对推动我区

脱贫摘帽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持续推动我

区肉牛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切实增强肉牛产业效益和产

业竞争力，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现结合我区肉牛产业发展实际，

特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内容

（一）安格斯肉牛繁育技术示范

1.主要内容

以固原富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有的安格斯母牛为基础

母牛群，组建安格斯基础母牛核心群 500 头，并根据母牛群体型

外貌评分和生产性能表现开展选种选配。

2.选择方式及条件

（1）选择方式。通过对基础母牛群进行系谱资料分析，对后

备牛进行外貌鉴定评分和生长发育测定，筛选体型外貌评分高、

生长发育指标优秀的个体组成安格斯核心群。

（2）选择条件。核心群母牛应为纯种安格斯母牛、品种特质

明显、系谱资料完整、繁殖机能正常、健康无病、生长发育测定

与繁殖数据完整，体型外貌鉴定等级为一级和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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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贴标准

核心群 500 头基础母牛饲养补贴，每头 2000 元。

（二）草畜种养结合循环利用示范

1.主要内容

在全区遴选 20 家肉牛养殖企业、合作组织和家庭农场等经营

主体开展草畜种养结合循环利用示范。主要是开展牧草种植、标

准化养殖示范、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

2.实施条件。一是经营主体养殖圈舍、青贮池等基础设施和

粪污处理配套设备齐全，肉牛养殖饲养量在 100 头以上。二是经

营主体种植牧草 200 亩以上，且有土地流转合同。三是经营主体

管理规范，财务制度健全。四是经营主体具备动物防疫条件，有

动物防疫合格证。

3.补贴标准。

采取“以奖代补、先干后补”的方式，每个经营主体补贴资

金 10 万元。

二、实施程序

（一）项目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根据现有基础条件，按照所

需建设内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包括建设时间、内容、资金预算

等）报原州区畜牧中心，经审核后下达补助资金计划，然后实施。

（二）考核验收。任务完成后，实施单位提供项目建设投资、

土地流转合同等资料，经农业农村局验收，验收合格后，进行公

示。

（三）资金兑付。公示无异议后，将补助资金一次性拨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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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三、项目组织管理与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原州区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负

责、相关股（室、站）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具体负责

项目实施政策、资金落实，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指导督促推进各项工作。

（二）制定实施方案。根据我区肉牛产业发展实际制定项目

实施方案，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能，细化任务分工，健全工作机

制，强化日常管理，做好项目建设、验收和资金兑付工作。要加

强项目绩效考核，按照实施方案和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要求组

织开展项目自评自验。

（三）强化技术指导。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积

极邀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专家对项目的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组

织技术人员参加区内外组织的各类培训班，学习安格斯牛育种、

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知识，提高技术水平；技术人员要加

强指导，落实各项技术措施，确保完成项目任务。

（四）严格验收考核。2019 年 8 月至 2020 月 7 月对项目进行

验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和绩效自评打分，并将项目

总结报告和绩效考核自评报告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附件：2019 年原州区肉牛产业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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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原州区肉牛产业项目绩效考核

实施方案

为加强对原州区 2019 年肉牛产业发展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

项目实施效果，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评价考核对象与指标

根据实际情况，评价考核共设立三级指标，一级指标 3 个，

二级指标 9 个，三级指标 21 个，设置分数 100 分，详见附表。

二、绩效评价考核

绩效评价以目标任务为导向，按照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客

观公平的原则，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与现场考核验收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自查评分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和绩

效自评打分，于 2020 年 7 月前项目总结报告和绩效考核自评报告

报送自治区农牧厅。

（二）实地检查

农业农村局适时组成考核组，进行实地考核。考核组主要通

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全面核实了解项目实

施情况，督促进度、检查问题、了解困难、总结经验。

（三）综合评价

项目绩效评价考核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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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含 90 分）以上为优秀（含 90 分）；80-89 分（含 80 分）

为良好；70-79 分（含 70 分）以上为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

三、绩效考核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由农业农村局组成考评小组，具体负责各项目绩效考评工作。

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评分和汇总考评情况。

（二）严格绩效考核

考评小组要认真按照考核程序开展绩效考核工作，做到公开、

公正、透明。

（三）加强监督检查

农业农村局将适时组织开展重点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责成有

关单位限期整改，确保项目建设达到预期目标。

附表：2019 年原州区肉牛产业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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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0
19

年
原
州
区
肉
牛
产
业
项
目
绩
效
考

核
指
标
体
系

序 号

评
价

指
标

分 值
指

标
解

释
评

价
标

准
自

评
依

据
自

评
分

数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1

投
入

和
过

程
（

4
6

分
）

组
织

领
导

领
导

机
制

3
是

否
2
0
1
9
年
肉

牛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领
导

协
调
机

制
，

职
责

是
否

清
晰

，
任

务
是

否
明

确
。

建
立

2
0
19

年
肉

牛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领
导

协
调

机
制

得
1

分
，
职
责

清
晰

得
1
分
，
任
务

明
确

得
1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2
重
视

程
度

3
是
否

列
入

农
业

农
村

局
年
度

重
点

工
作

。
列
入

农
牧

部
门

年
度

重
点

工
作

得
3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3
资
金

管
理

资
金

使
用

4
资
金

管
理

制
度

是
否

健
全

，
资

金
使

用
是

否
符

合
有

关
要

求
。

资
金

管
理

制
度

健
全

得
1
分

，
资
金

使
用

符
合

有
关

要
求
得

3
分
，
存
在

问
题

的
每

发
现

一
处

扣
1
分

，
扣
完

为
止

。

4
资
金

到
位

2
补
助

资
金

是
否

全
部

按
时

到
位

。
核
发

到
位

得
2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5

项
目

管
理

实
施

方
案

5
是
否

制
定

实
施

方
案

并
按

时
报

送
自

治
区

农
业

农
村

厅
备

案
，

实
施

方
案

是
否

目
标

清
楚

、
可

操
作

性
强

。

制
定

实
施

方
案

并
按

时
报

送
备

案
得

1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实
施

方
案

总
体

目
标

清
楚

、
可
操

作
性

强
得

4
分
，

存
在

问
题

的
每

发
现

一
处

扣
1
分
，

扣
完

为
止

。

6
监
督

管
理

7

是
否

制
定

监
督

管
理

制
度

，
制

度
是

否
全

面
完

善
，

是
否

按
计

划
组

织
项

目
督

导
检

查
和

绩
效

评
价

，
工

作
开

展
是

否
细

致
到

位
，

是
否

按
要

求
及

时
报

送
项

目
进

度
信

息
。

制
定

监
督

管
理

制
度

得
1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制
度

全
面
完

善
得

1
分

，
存
在

问
题

的
每

发
现

一
处

扣
0
.
2
分
，

扣
完

为
止

；
按
计

划
组

织
督

导
检

查
和

绩
效

评
价

，
工

作
开

展
细

致
到

位
得

3
分
，
存
在

问
题

的
每

发
现

一
处

扣
1
分

，
扣
完

为
止

；
按
要

求
及

时
报

送
工

作
进

度
信

息
得

2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7
培
训

推
广

3
是
否

组
织

开
展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和
培

训
，

是
否

组
织

有
关

单
位

深
入

一
线

指
导

生
产

作
业

、
开

展
技

术
培

训
。

组
织

开
展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和
培

训
得

1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组
织

有
关

单
位

深
入

一
线

指
导

生
产

作
业

、
开
展

技
术

培
训

，
范

围
覆

盖
建

设
主

体
、

养
殖

（
场

）
户

、
种
植

户
，

效
果

好
得

2
分
，

否
则

酌
情

扣
分

。

8
宣
传

总
结

宣
传

报
道

4
是
否

重
视

宣
传

工
作

并
积

极
组

织
宣
传

。
组
织

宣
传

得
4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1
0

机
制

创
新

政
策

联
动

2
是
否

在
财

政
支

持
、

金
融

撬
动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等

方
面

有
新

突
破

。
有
创

新
得

2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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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价

指
标

分 值
指

标
解

释
评

价
标

准
自

评
依

据
自

评
分

数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1
1

协
调

发
展

2
是
否

在
促

进
种

养
结

合
绿

色
协

调
发

展
上

有
新

手
段

。
有
创

新
得

2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1
2

机
制

创
新

2
是
否

在
推

进
项

目
实

施
和

模
式

运
行

上
有

新
机

制
。

有
创

新
得

2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1
3

其
他

创
新

5
是
否

在
其

他
方

面
有

创
新

。
有
创

新
并

且
取

得
一

定
效

果
、

有
实

例
、

可
复

制
得

5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1
4

产
出

指
标

（
2
6
分

）

数
量

指
标

安
格

斯
肉

牛
繁

育
技

术
示

范
7

是
否

完
成

组
建

任
务

完
成

任
务

量
得

1
0
分
，

否
则

酌
情

扣
分

。

1
5

草
畜

种
养

结
合

循
环

利
用

示
范

7
实
施

主
体

是
否

达
到

项
目

方
案

计
划

量
。

完
成

任
务

量
得

1
0
分
，

否
则

酌
情

扣
分

。

1
6

质
量

指
标

入
户

验
收

资
料

建
档

6
是
否

建
立

验
收

档
案

建
立

完
整

档
案

得
6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1
7

补
助

资
金

兑
付

资
料

6
是
否

建
立

补
助

资
金

档
案

建
立

完
整

档
案

得
6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1
8

效
果

（
2
8
分

）

效
益

指
标

经
济

效
益

6
实
施

主
体

每
头

牛
年

均
多

收
入

≥
5
0
0
元

年
均

多
收

入
≥
5
0
0
元
得

6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1
9

社
会

效
益

6
项
目

实
施

是
否

促
进

了
肉

牛
产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
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
得

得
6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2
0

生
态

效
益

6
是
否

促
进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
生
态

环
境

得
到

改
善

得
6
分
，

否
则

不
得

分
。

2
1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指 标

相
关

建
设

主
体

对
项

目
的

满
意

度
5

反
映

相
关

建
设

主
体

对
2
0
19

年
肉

牛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的
满

意
程

度
，

用
百

分
比

来
衡

量
，

数
据

通
过

问
卷

调
查

形
式

获
得

。
得
分

=
调
查

问
卷

满
意

度
×
5
分
。

2
2

相
关

养
殖

（
场

）
户
和

种
植

户
对

项
目

的
满

意
度

5

反
映

相
关

养
殖
（
场
）
户
和

种
植

户
对

2
0
1
9

年
肉

牛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的
满

意
程

度
，

用
百
分

比
来

衡
量

，
数

据
通

过
问

卷
调

查
形

式
获

得
。

得
分

=
调
查

问
卷

满
意

度
×
5
分
。

2
3

扣
分

项
违
规

违
纪

违
规

违
纪

-
项
目

实
施

过
程

中
是

否
存

在
违

规
违

纪
行

为
。

被
监

察
、
审
计

、
财
政

监
督

等
机

构
查

出
存

在
违

规
违

纪
行

为
的

，
一

次
性

扣
2
0
分
，

造
成

严
重

负
面

影
响

的
，

总
评

分
为

0
。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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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19 年自治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项目

资金计划表

序号 县（区） 资金（万元） 备注

1 平罗县 1000

2 原州区 1000

合 计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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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19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资金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持有人 实施主体 资金

1 中宁枸杞
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

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
100

2 中卫硒砂瓜 中卫硒砂瓜产业协会 中卫市农业农村局 100

3 盐池滩羊肉
盐池县滩羊肉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站
盐池县农业农村局 100

4 西吉马铃薯
西吉县马铃薯产业

服务中心
西吉县农业农村局 100

5 泾源黄牛肉 泾源县科技中心 泾源县农业农村局 100

6 彭阳朝那鸡 彭阳县养鸡专业合作社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100

合计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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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19 年十佳种植能手、十佳养殖能手、十佳农机

能手、十佳农民企业家资助项目资金计划表

序号 市县（区）金额（万元） 备注

1 兴庆区 1 十佳种植能手 1人

2 西夏区 2 十佳农机能手 1人，十佳养殖能手 1人

3 灵武市 1 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

4 贺兰县 5
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十佳农机能手 1人，十佳

养殖能手 2人，十佳种植能手 1人

5 惠农区 2 十佳农机能手 1人、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

6 平罗县 5
十佳农机能手 1人，十佳养殖能手 2人，十佳种

植能手 2人

7 利通区 2 十佳种植能手 1人，十佳农机能手 1人

8 同心县 2 十佳农机能手 1人，十佳养殖能手 1人

9 青铜峡市 2 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十佳种植能手 1人

10 盐池县 2 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十佳养殖能手 1人

11 红寺堡区 2 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

12 西吉县 3
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十佳养殖能手 1人，十佳

种植能手 1人

13 原州区 3
十佳农机能手 1人，十佳养殖能手 1人、十佳农

民企业家 1人

14 彭阳县 1 十佳农机能手 1人

15 隆德县 1 十佳种植能手 1人

16 沙坡头区 2 十佳种植能手 1人，十佳养殖能手 1人

17 中宁县 3
十佳农民企业家 1人，十佳农机能手 1人，十佳

种植能手 1人

18 海原县 1 十佳农机能手 1人

合 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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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预工委，自治区审计厅，

自治区专员办，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财政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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