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单位）名称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年度资金预算情况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年初预算数（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实际支出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全年支出 11763.00159 11763.00159 10371.16277 88.16% 10 8.80 

其中：基本支出 2813.215889 2813.215889 2813.215889 100% - 0

项目支出 8949.7857 8949.7857 7557.94688 84.44% - 0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建立健全内控制度，规范资金使用、资产管理、采购管理、人员管理 目标1完成情况：按照预期目标全部完成

目标2：按照相关法律文件和资金文件要求，做到专款专用；坚决依据方案设
计和合同要求进行项目实施。

目标2完成情况：按照预期目标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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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管理

资金投入

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 =100% 100% 2 2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100% 100% 2 2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100% 2 2

结转结余变动率 =0 100% 2 2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00% 2 2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100% 2 2

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100% 2 2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100% 2 2



部门管理

人员管理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2 2

重点工作管理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00% 2 2

履职效果

部门履职目标

生态效益补偿森林面积（万
亩）

=91.91万亩 91.91万亩 1.64 1.64

天然林管护面积（万亩） =102.10万亩 102.1万亩 1.56 1.56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 =2000亩 2000亩 1.56 1.56

年度、半年趋势报告次数 1-2次 1-2次 1.56 1.56

汇总发生情况月报表次数 >=7次 7次 1.56 1.56

完成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1.50万亩 1.5万亩 1.56 1.56

完成草原鼠兔和病虫害防治面
积

=1.50万亩 1.5万亩 1.56 1.56

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资金下达
金额

=42.90万元 42.9万元 1.56 1.56

矿山遗留问题调查图斑 =60个 60个 1.56 1.56

林长制标牌更新 =34块 34块 1.56 1.56

禁毒、防火展板 =12块 12块 1.56 1.56

纳入国有林场改革的职工人数
（人）

>=652人 652人 1.56 1.56

资金使用部门资金使用是否规
范

规范 100% 1.56 1.56

部门效果目标

通过对资金的管理，是否使得
单位内部部门健康运转

是 100% 1.56 1.56

跨部门沟通有效性 高效 100% 1.56 1.56

施工合格率 =100% 100% 1.56 1.56

实施方案执行率 =100% 100% 1.56 1.56

国有林管护覆盖率 =100% 100% 1.56 1.56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4% 4% 1.56 1.56

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准确率 >=92% 100% 1.56 1.56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90% 100% 1.56 1.56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合格率 >=95% 100% 1.56 1.56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质量合格率 >=90% 100% 1.56 1.56



履职效果

部门效果目标

用于草原生态修复的草种质量 达到GB 6142-2008二
级及以上

100% 1.56 1.56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牧草当年成
活率（%）

>=85% 100% 1.56 1.56

森林可持续经营质量合格率 >=90% 100% 1.56 1.56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任务当年完
成率

=100% 100% 1.56 1.56

森林可持续经营当年完成率 =100% 100% 1.56 1.56

改革的国有林场职工参保率
（%）

>=90% 100% 1.56 1.56

社保应缴尽缴率 =100% 100% 1.56 1.56

服务对象满意度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100% 5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100% 5 5

社会影响
单位获奖情况 ≥2次 100% 1.56 1.56

内部违规违纪情况发生数
（次）

=0 100% 1.56 1.56

能力建设

长效管理

中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 完备 100% 2 2

内部控制是否形成长效制度 是 100% 2 2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
系统和野生动物保护

持续推进 100% 2 2

人力资源建设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 完备 100% 2 2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100% 2 2

合计 100 98.8 良好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 1.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二、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
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
设置为：预算执行率10分、部门管理指标20分、履职效果指标50分、能力建设指标1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二、三级指标权重分值由各部门根据指标重要程
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应根据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整体支出自评情况分析汇总形成，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
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
（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加权平均计算。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国有林场改革补助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36.32 636.32 636.32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636.32 636.32 636.32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3年国有林场改革补助经费636.32万元，补贴国有林
场改革单位人员的工资缺口，维持林场能正常稳定运行
。

按照预期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控制率 <=100% 100%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单位数 =1个 1个 6.66 6.66

纳入国有林场改革的职工人数
（人）

>=652人 652人 6.7 6.7

质量指标

改革的国有林场职工参保率
（%）

>=90% 90% 6.66 6.66

社保应缴尽缴率 =100% 100% 6.66 6.66

时效指标

国有林场改革职工补贴发放及时
性

及时 100% 6.66 6.66

国有林场职工社保缴纳及时性 及时 100% 6.66 6.6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职工工资是否稳定发放 是 100%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国有林场改革有责事件发生数 =0件 0件 5 5

国有林场林区稳定运转率 =100% 100% 5 5

生态效益指标 是否明显改善林区职工生存环境 是 100%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林场职工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
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

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

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森林保护修复项目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471.88 5471.88 5471.88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5471.88 5471.88 5471.88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森林保护修复项目财政预算收入共计5471.88万元，其
中：中央资金4566.37万元（中央森林管护费2782.23万
元、中央社会保险补助1728.65万元、中央政社性支出
961.00万元），省级资金905.51万元（省级森林管护费
841.43万元、省级社会保险补助64.08万元。）
按月及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

按照预期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生态效益补偿成本 <=10元/亩 10元/亩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生态效益补偿森林面积（万亩） =91.91万亩 91.91万亩 5.71 5.71

天然林管护面积（万亩） =102.1万亩 102.1万亩 5.74 5.74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档案完整率 =100% 100% 5.71 5.71

施工合格率 =100% 100% 5.71 5.71

实施方案执行率 =100% 100% 5.71 5.71

时效指标

当期任务完成率（%） =100% 100% 5.71 5.71

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100% 5.71 5.7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林场经营收入增减 增加 100% 2.85 2.85

是否保障职工工资
保障管护职工工
资按时足额发放

100% 2.9 2.9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贫困人口就业数 >=600人 600人 2.85 2.85

符合地区发展规划 衔接乡村振兴 100% 2.85 2.85

改善职工生活环境 明显改善 100% 2.85 2.85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微域生态环境 较明显 100% 2.85 2.85

林地和绿地面积增减 增加 100% 2.85 2.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95%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

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中央第二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 3 3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3 3 3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项目（国测点开展监测预报服
务）的实施，可以弥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经费的不足，进
一步促使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国测点开展监测预
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主要森林病虫害发生趋势，上报
信息发布预报，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按照年初设定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定额标准内 定额标准内 6.68 6.68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资本参与率 =100% =100% 6.66 6.66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宣传区域覆盖率（%） =100% =100% 6.66 6.6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汇总发生情况月报表次数 ≥6次 ≥6次 5.71 5.7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面积 =3万亩 =3万亩 5.71 5.71

年度、半年趋势报告次数 1—2次 1—2次 5.74 5.74

质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准确率 〉92% 〉92% 5.71 5.71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4‰ <4‰ 5.71 5.71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90% 〉90% 5.71 5.71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71 5.7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增收人次 ≥100人 ≥100人 5 5

社会效益指标 有责投诉发生数 0 0 5 5

生态效益指标

对生态保护作用是否明显 是 是 5 5

减轻危害面积 ≥50% ≥50%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辖区群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度指

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

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2023年省级林业有害生物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 10 10 100.00 10 10

其中：省级财政拨款 10 10 10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90%以上，测报准确率达到92%以上的防治工作目标

按照年初设定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定额标准内 定额标准内 7 7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资本参与率 =100% =100% 6 6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宣传区域覆盖率（%） =100% =100% 7 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汇总发生情况月报表次数 ≥6次 ≥6次 5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 2000亩 2000亩 6 6

年度、半年趋势报告次数 1—2次 1—2次 5 5

质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准确率 〉92% 〉92% 6 6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4‰ <4‰ 7 7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90% 〉90% 6 6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增收人次 ≥100人 ≥100人 5 5

社会效益指标 有责投诉发生数 0 0 5 5

生态效益指标

对生态保护作用是否明显 是 是 5 5

减轻危害面积 ≥50% ≥50%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辖区群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

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

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森林灾害理赔资金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8.0596 68.0596 68.0596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68.0596 68.0596 68.0596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
到90%以上，测报准确率达到92%以上的防治工作目标

按照年初设定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定额标准内 定额标准内 7 7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资本参与率 100% 100% 6 6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宣传区域覆盖率
（%）

100% 100% 7 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面积 1.2万亩 1.2万亩 5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半年趋势报告次数 1—2次 2 6 6

汇总发生情况月报表次数 6次 6 5 5

质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4‰ <0.5‰ 6 6

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准确率 〉92% 96% 7 7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90% 92% 6 6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增收人次 ≥100人 110 5 5

社会效益指标 有责投诉发生数 0 0 5 5

生态效益指标

减轻危害面积 ≥50% 95% 5 5

对生态保护作用是否明显 是 是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辖区群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

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

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种质资源调查项目（2022年结转项目）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3381 18.3381 18.3381 1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18.3381 18.3381 18.3381 100% - 1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辖区的普查任务，收集
林草种质资源标本300余种，组织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普查
培训班、购置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仪器设备、采集各类种质
资源数据，开展鉴定工作。

按照年初设定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林草种质资源普查项目资金 30万元 30 8 8

成本控制情况 定额标准内 100% 6 6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资本参与率



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宣传区域覆盖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班 1次 1 5 5

外业调查 完成调查 完成 7 7

采集标本 300种以上 310 7 7

采集林草种质资源数据 合规 合规 5 5

质量指标 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合格率 =100% 100% 4 4

时效指标 提高职工业务技能 显著 显著 8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林草系统稳定 显著 显著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林草生态系统效益发挥 显著 显著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和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96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度

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中央第二批林草良种培育补助）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

心

（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 20 2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20 20 20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在大峪林场西泥沟苗圃培育良种粗枝云
杉苗木100万株，其中：新育苗播种1亩

30万株，移床苗10亩70万株。推广林木

育苗良种化，使育苗工作中良种使用率

达95%以上。

在大峪林场西泥沟苗圃培育良种粗枝云杉苗木100万株，其中：新育苗播种1亩30万

株，移床苗10亩70万株。推广林木育苗良种化，使育苗工作中良种使用率达95%以上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分值

（权重）

指标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20 20 无

社会成本指标 无

生态环境成本

指标
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

（万株）
=100万株 =100万株 13.34 13.34 无

质量指标
林木良种标准级别

（级）
1 1 13.33 13.33 无

时效指标 林木良种培育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3.33 13.33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林木良种产值（万元） ≥80 ≥80 4 4 无

林木良种使用率

（100%）
≥95% ≥95% 4 4 无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临时就业人数 ≥80人 ≥80人 4 4 无

提高苗木产量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4 4 无

生态效益指标
为生态建设提供优质苗

木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4 4 无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林木良种使用人满意度

（%）
≥100% ≥100% 5 5 无

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

众满意度（%）
≥95% ≥95% 5 5 无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
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

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

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

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

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

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2023年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

心

（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
算数

（万

元）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08 708 458.28328 64.73 10 6.473

其中：财政拨款 708 708 458.28328 64.73 - 6.47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在冶力关林场完成国家特殊及珍稀林木

培育项目，面积10900.0亩，共10个林

班45个小班，主要内容包括：修枝、割

灌、林地清理、病虫害防治、森林管护
、补植等措施。

在冶力关林场完成国家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项目，面积10900.0亩，共10个林班45
个小班，主要内容包括：修枝、割灌、林地清理、病虫害防治、森林管护、补植等

措施。该项目建设期限为：2023年8月-2024年7月，项目资金下达时间为2023年12

月13日。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计划于2024年7月前全面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分值

（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6.68 6.68 无

社会成本指标 社会资本参与率 =100% =100% 6.66 6.66 无

生态环境成本

指标

生态环境宣传区域覆

盖率（%）
=100% =100% 6.66 6.66 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育面积（万亩） =1.09万亩 =1.09万亩 10 10 无

质量指标 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无

时效指标

规定时间内及时完成

项目
及时 及时 10 10 无

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

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6.68 6.68 无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临时就业人数 =1000人 =1000人 6.66 6.66 无

生态效益指标 提高林分质量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6.66 6.66 无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

群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

总分 100 96.47 优秀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
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

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

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

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
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

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2023年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资金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

管护中心

（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 60 6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60 60 60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新建10立方米过滤池一个，新建50立方米

储水池一个，维修苗圃地挡土墙200立方
米；土方回填1000立方米；暗门沟苗圃地

新建围栏500米，着力改善和提升羊沙林

场暗门沟苗圃灌溉设施条件，全面提升羊

沙林场暗门沟苗圃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
带动周边群众就业，提升周边群众收入，

不断提升苗木质量。

新建10立方米过滤池一个，新建50立方米储水池一个，维修苗圃地挡土墙200

立方米；土方回填1000立方米；暗门沟苗圃地新建围栏500米，着力改善和提

升羊沙林场暗门沟苗圃灌溉设施条件，全面提升羊沙林场暗门沟苗圃地基础设
施管理水平，带动周边群众就业，提升周边群众收入，不断提升苗木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分值
（权重）

指标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20 20 无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取水口新建过滤池 =10立方米 =10立方米 3.33 3.33 无

土方回填 =1000立方
米

=1000立方
米

3.33 3.33 无

维修苗圃地挡土墙 =200立方米 =200立方米 3.33 3.33 无

新建围栏 =500米 =500米 3.37 3.37 无

新建蓄水池 =50立方米 =50立方米 3.33 3.33 无

质量指标

储水池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33 3.33 无

挡土墙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33 3.33 无

过滤池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33 3.33 无

土方回填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33 3.33 无

新建围栏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33 3.33 无

时效指标

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
=2023年12

月31日

=2023年12

月31日
3.33 3.33 无

新建过滤池、围栏、

出水池等修建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33 3.33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4 4 无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临时就业人数 >=30人 >=30人 4 4 无

提高苗木产量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4 4 无

提升苗圃地基础设施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4 4 无

生态效益指标
为生态建设提供优质

苗木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4 4 无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国有林区区域群众满

意度
>=95% >=95% 10 10 无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

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

标2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
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
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

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

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2022年森林植被恢复费项目（上年结转）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3.9 123.9 123.9 1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123.9 123.9 123.9 100% - 1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森林植被恢复面积1149.0亩，其中：大峪林场300.0
亩，羊沙林场373.5亩，冶力关林场475.5亩。通过项目
建设，不断提升森林植被盖度和森林质量，提升森林资源
保护管理能力。

按照年初设定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森林植被恢复平均成本 =1078.3元/亩
=1078.3元/

亩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森林植被恢复面积（万亩） =0.1149 =0.1149 10 10

质量指标

森林植被恢复面积合格率 >=95% >=95% 10 10

森林植被恢复质量合格率 >=90% >=90% 10 10

时效指标 森林植被恢复当年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职工收入 增加 增加 4 4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当地季节性就业人数（人） >=100人 >=100人 4 4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管护中心生态环境 改善 改善 4 4

林木生长环境改善 明显 明显 4 4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提升
性

提升 提升 4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

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国土绿化支出—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 300 300 1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300 300 300 100% - 1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1.5万亩。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羊沙林场完成草原生态修复1.0万亩，冶力关林场完成草原生
态修复0.5万亩，共计完成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1.5万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平均成本 =200元/亩 =200元/亩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1.5万亩 =1.5万亩 6 6

完成草原鼠兔和病虫害防治面积 =1.5万亩 =1.5万亩 6 6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合格率 >=95% >=95% 6 6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牧草当年成活
率（%）

>=85% >=85% 6 6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质量合格率 >=90% >=90% 6 6

用于草原生态修复的草种质量
达到GB 6142-
2008二级及以上

达到GB 6142-
2008二级及以

上

6 6

时效指标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任务当年完成
率

=100% =100% 4 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鲜草产量增加 50千克/亩以上
50千克/亩以

上
4 4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当地季节性就业人数（人） >=100人 >=100人 4 4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管护中心生态环境 改善 改善 4 4

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90% >=90% 4 4

草原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提升
性

提升 提升 4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度

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国土绿化支出—森林质量提升补助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9.688 299.688 290.2659 96.85% 10 9.69

其中：财政拨款 299.688 299.688 290.2659 96.85% - 9.69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第一批资金200.00万元，第二批资金99.688万元，共计
完成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0.7万亩。

第一批资金200.00万元，第二批资金90.2659万元，共计完成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0.7万亩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森林可持续经营平均成本 =420元/亩 =420元/亩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 =0.7万亩 =0.7万亩 10 10

质量指标

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合格率 >=95% >=95% 10 10

森林可持续经营质量合格率 >=90% >=90% 10 10

时效指标 森林可持续经营当年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职工收入 增加 增加 4 4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当地季节性就业人数（人） >=100人 >=100人 4 4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管护中心生态环境 改善 改善 4 4

林木生长环境改善 明显 明显 4 4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提升
性

提升 提升 4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99.69 99.69 优秀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度

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资金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2.9 42.9 42.9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42.90 42.90 42.90 100.00 - 10.0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2023年林草综合生态监测、2023年森林（草原）图
斑督查及监测、林长制标牌更新、 矿山遗留问题调查、 
2023年林政案件办理、 森林眼终端（球台）维修维护 
、2023年禁毒、防火展板制作 、2023年北斗终端电信物
联网卡通信服务、 2023年护林防火语音播报服务、宣传
培训。

按照预期目标100%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禁毒、防火展板每块成本 =1250元/块 1250元/块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禁毒、防火展板 =12块 12块 5.71 5.7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遗留问题调查图斑 =60个 60个 5.71 5.71

林长制标牌更新 =34块 34块 5.71 5.71

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资金下达金
额

=42.9万元 42.9万元 5.74 5.74

质量指标

矿山遗留问题调查图斑合格率 >=95% 100% 5.71 5.71

林政案件办理结案率率 >=90% 100% 5.71 5.71

时效指标 各项目当年完成率 =100% 100% 5.71 5.7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源调查人员补助 按时发放 100% 4 4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当地季节性就业人数（人） >=10人 10人 4 4

生态效益指标

护林防火工作效率 提高 100% 4 4

森林草原资源状况评价 准确 100% 4 4

森林资源保护能力 提高 100% 4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满意度 >=9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

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项目—林区禁种铲毒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 15 15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15 15 15 100.00 -

其他资金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确保林区毒品原植物“零种植”“零产量”。 确保林区毒品原植物“零种植”“零产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20 20 无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期完成项目比例 100% 100% 2 2 无

汇总发生情况月报表次数 ≥7次 100% 1 1 无

禁毒印制发放专题材料册数 32380 100% 2 2 无

禁种铲毒踏查面积 ≥15万亩 118万亩 5 5 无

禁种铲毒踏查人次 ≥500人次 2265人次 3 3 无

禁种铲毒宣传次数 ≥6次 325次 2 2 无

禁种铲毒宣传人次 ≥500人次 1724 2 2 无

举办专题培训场次 ≥2 3 1 1 无

培训人次 ≥50/次 178 1 1 无

深入林区督导检查次数（次） ≥7 12 1 1 无

质量指标

禁种铲毒踏查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禁种铲毒宣传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时效指标

毒品原植物在幼苗或割浆前彻底
铲除

及时 及时 2 2 无

国家遥感监测中心核实靶点前发
现铲除

及时 及时 2 2 无

培训开展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 1 无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 1 无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宣传工作开展、督导检查时效性 及时 及时 2 2 无

宣传资料发放、督导检查、业务
培训时效性

及时 及时 2 2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5 5 无

社会效益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性 长期管理 长期管理 5 5 无

群众对毒品危害社会知晓度 100% 100% 2 2 无

群众对禁种铲毒的参与度 100% 100% 2 2 无

人员配备到位率 100% 100% 1 1 无

生态效益指标 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100% 100% 5 5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群众满意度 100% 100% 5 5 无

项目涉及职工满意度 100% 100% 5 5 无

总 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

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项目—省级森林和草原防火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 20 2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20 20 20 100.00 -

其他资金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林区森林防火宣传覆盖率达到100%，群众防火意识显著
提升，做到森林防火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森林火灾当日
扑灭率力争达到≥95%，年均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超过≤
0.09‰，森林火灾下降率达到≤95%，林区群众野外随意
用火明显下降，用火习俗悄然发生变化。林区森林防火综
合实力全面提高，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保障能力显
著提高，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得到加强，森林火灾扑火
能力大幅度提高，森林火灾次数和损失大幅下降，生态平
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林区森林防火宣传覆盖率达到100%，群众防火意识显著提升，做到森林防火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森林火灾当日扑灭率力争达到≥95%，年均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超过≤0.09‰，森林
火灾下降率达到≤95%，林区群众野外随意用火明显下降，用火习俗悄然发生变化。林区森
林防火综合实力全面提高，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保障能力显著提高，森林火灾综合防
控能力得到加强，森林火灾扑火能力大幅度提高，森林火灾次数和损失大幅下降，生态平衡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无



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森林防火演练及培训 ≥50人/次 120人/次 10 10 无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防火道路新建及维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火培训次数 ≥2次 ≥2次 2 2 无

防火培训人次 ≥500人次 620人次 2 2 无

防火宣传次数 ≥24 36次 5 5 无

森林防火安全检查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完成率 100% 100% 1 1 无

质量指标

防火设施设备完好率（%） ≥95% ≥95% 5 5 无

培训合格率（%） 100% 100% 3 3 无

森林火灾受害率（‰） ≤0.09‰ ≤0.09‰ 5 5 无

森林火灾下降率（%） ≤90% ≤90% 5 5 无

宣传教育覆盖面（%） 100% 100% 2 2 无

时效指标

督导检查 及时 及时 2 2 无

项目当期完成率（%） 100% 100% 1 1 无

宣传资料发放率（%） =100% 100% 1 1 无

业务培训时效性 按期完成 完成 1 1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林区社会安定有序
保障林区群众生

命财产
100% 5 5 无

社会效益指标

火灾案件查处率（%） 100% 100% 2 2 无

森林防火工作业务能力提升 提高 提高 1 1 无

森林防火宣传率（%） 100% 100% 2 2 无

森林和草原火灾 降低 降低 1 1 无

森林火引起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损失

降低到标准值以
下

降低 2 1 无

生态建设能力 提升 提升 2 2 无

生态效益指标

森林草原资源情况 资源安全 安全 3 3 无

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 持续好转 好转 2 3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
（%）

≥95% 98% 10 10 无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度

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保护支撑体系项目（中央第二批森林和草原防火补助）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 20 2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拨款 20 20 20 100.00 -

其他资金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林区森林防火宣传覆盖率达到100%，群众防火意识显著
提升，做到森林防火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森林火灾当日
扑灭率力争达到≥95%，年均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超过≤
0.09‰，森林火灾下降率达到≤90%，林区群众野外随意
用火明显下降，用火习俗悄然发生变化。林区森林防火综
合实力全面提高，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保障能力显
著提高，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得到加强，森林火灾扑火
能力大幅度提高，森林火灾次数和损失大幅下降，生态平
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林区森林防火宣传覆盖率达到100%，群众防火意识显著提升，做到森林防火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森林火灾当日扑灭率力争达到≥95%，年均森林火灾受害面积不超过≤0.09‰，森林
火灾下降率达到≤90%，林区群众野外随意用火明显下降，用火习俗悄然发生变化。林区森
林防火综合实力全面提高，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保障能力显著提高，森林火灾综合防
控能力得到加强，森林火灾扑火能力大幅度提高，森林火灾次数和损失大幅下降，生态平衡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防火物资购置 定额标准内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火培训次数 ≥2次 ≥2次 2 2 无

防火培训人次 ≥500人次 ≥500人次 2 2 无

防火宣传次数 ≥24 ≥24 5 5 无

森林防火安全检查覆盖率 100% 100% 5 5 无

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完成率 100% 100% 1 1 无

质量指标

防火设施设备完好率（%） ≥95% ≥95% 5 5 无

培训合格率（%） 100% 100% 3 3 无

森林火灾受害率（‰） ≤0.09‰ ≤0.09‰ 5 5 无

森林火灾下降率（%） ≤90% ≤90% 5 5 无

宣传教育覆盖面（%） 100% 100% 2 2 无

时效指标

督导检查 及时 及时 2 2 无

项目当期完成率（%） 100% 100% 1 1 无

宣传资料发放率（%） 100% 100% 1 1 无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业务培训时效性 按期完成 完成 1 1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林区社会安定有序
保障林区群众生

命财产
100% 5 5 无

社会效益指标

火灾案件查处率（%） 100% 100% 2 2 无

森林防火工作业务能力提升 提高 提高 1 1 无

森林防火宣传率（%） 100% 100% 2 2 无

森林和草原火灾 降低 降低 1 1 无

森林火引起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损失

降低到标准值以
下

降低 2 2 无

生态建设能力 提升 提升 2 2 无

生态效益指标

森林草原资源情况 资源安全 安全 3 3 无

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 持续好转 好转 2 2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周边群众满意度
（%）

≥95% 98% 10 10 无

总分 100 100 优秀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填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度

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森林抚育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编制单位：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一级项目名称：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项目 二级项目名称： 森林抚育项目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项目分类：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项目开始日期： 2024年01月 项目完成日期： 2024年12月

项目总投资： 900万 中央补助安排： 900万

省级财政安排： 其他资金：

预算申报数： 900万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情况：
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下设大峪、羊沙、冶力关三个林场，总经营面积182260公顷，其中林地面积157768公顷，活立木蓄积
508.65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31.23%。为了科学培育森林资源，发挥森林多种功能，使森林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2024年计划在
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所属三个林场内开展森林抚育4.5万亩。

项目立项必要性：

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辖区内中幼林面积较大，部分林木天然整枝不良，同龄林密度过大，幼树生长受灌草影响，目的树种生长
营养空间较小，林木枯枝、病枝多，部分森林林中空地较多，辖区内群众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劳动力充足。通过有效的森林抚育
措施，可以改善林木生长环境和森林结构，促进树木生长，清理的部分抚育剩余物可以解决当地群众和职工的燃料需要，能极大
的减轻护林防火难度，对促进林区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森林抚育技术规程》（GB/T15781）；（2）《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
（3）《甘肃省森林抚育作业设计实施细则（试行）》（甘林造函〔2015〕31号）；（4）《甘肃省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
》；（5）《甘肃省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甘财农〔2017〕61号）以及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洮河生态
建设管护中心相关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3月底前完成作业设计并上报审批作业设计，2024年4月各林场组织人员培训，作业设计批复后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组织
施工，2024年10月组织检查验收。

组织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监督管理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政策依据：

（1）《森林抚育技术规程》（GB/T15781）；（2）《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
（3）《甘肃省森林抚育作业设计实施细则（试行）》（甘林造函〔2015〕31号）；（4）《甘肃省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
》；（5）《甘肃省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甘财农〔2017〕61号）以及白龙江保护中心及洮河管护中心
相关制度措施。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保质保量完成森林抚育任务4.5万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森林抚育面积4.5万亩 =4.5万亩

作业现场督导检查验收次 ≥6次

质量指标
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大于等于90% ≥90%

森林抚育面积合格率等于100% =100%

时效指标 2024年年底项目完成率等于100% =100%

成本指标 每亩作业成本等于200元 =2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增加职工收入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林业经济发展 显著

为林区和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良好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林分生长环境 明显

增强了森林抗病虫害的能力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减轻护林防火难度，促进林区的和谐发展 持续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参与森林抚育群众满意度 ≥90%

参与森林抚育职工满意度 ≥95%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2023年第一批
草原植被恢复林草种质资源普查项目绩效目标

（2024年度）

编制单位：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一级项目名称： 林草种质资源普查项目 二级项目名称： 森林抚育项目

项目类型： 项目分类：

资金用途： 林草种植资源调查 项目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项目开始日期： 2024年01月 项目完成日期： 2024年7月

项目总投资： 30万 省级财政安排： 30万

省级财政安排： 其他资金：

预算申报数： 30万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情况：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总面积182260.00公顷。全辖区有乔木林52167.03公顷，灌木林49036.96公顷，草地面积88.55公顷，森林覆盖
率为31.23%。林草种质资源调查目的是摸清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林草种质资源家底，调查内容包含所有草本、木本植物的种类、分布
、特性鉴定和标本收集，工作内容涉及外业调查、采集标本、标本鉴定和数据汇总上报，调查成果对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发挥林草种质
资源在保障生态安全中的基础作用具有重大作用。调查成果内容有：林草种质植物照片、林草种质植物的标本、分布区植物名录（品种）、
林草种质资源分布图、种质资源调查报告、分布区古树植物、分布区新记录树种名录、分布区种质资源论文汇编、分布区木本植物新品种。
本项目工作范围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辖区。

项目立项必要性：

国家林草局颁布了《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总体方案》，将全国林草种质资源调查列为今后几年的首要重点工作，要求在
2020-2024年期间完成全国林草种质资源调查，要求各省迅速组织、筹集资金，按期完成工作。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辖区开展林木
种质资源普查，对加强林木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维护生态安全，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普查查清林木种质资源
（包括珍稀濒危树种资源）、主要栽培树种（品种）种质资源、古树名木、引进树种（品种）种质资源，掌握全中心林木种质资源现状和动
态，建立林木种质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还将为林木种质资源长期保存与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林草种质资源调查工作是一项技术要求高、专业性强的专业调查项目，调查工作开始后，管护中心将抽调工程师以上专业技 术力量组成质
量检查组，把质量管控贯穿到普查工作的全过程，确保各个普查环节严谨规范、科学合理、准确完整，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项目实施计划：
普查面积为43860.00hm²，调查样线21.74km、调查样方150个，划定各类林草种质繁育基地界限，登记人工栽培林草种质资源，调查古树名
木，采集林草种质标本，建立林草种质资源普查数据（图像）资料，向甘肃省种苗管理站和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上报数据和标本。

组织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监督管理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3.《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林木种苗工作的实施意见》
（甘政办发〔2015〕44号）
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推进种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林
场发〔2019〕82号）
5.《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总体方案〉的通知》（林场发〔2019〕102号）
6.《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甘肃省第一次林草种质资源
普查与收集工作方案〉的通知》（甘林场发〔2022〕170号）
7.《甘肃省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技术操作细则》
8.《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 局关于印发〈甘肃省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甘财税〔2023〕5号）
9.《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第一批草原植被恢复费的通
知》（甘财资环〔2023〕76号）
10.《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一批草原植被恢复
费任务计划的通知》（甘林规发〔2023〕354号）
11.《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甘肃省林草种苗振兴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甘林场发〔2023〕389
号）

其他依据：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额定样线、样方普查任务，上传普查数据，采集植物标本，摸清种质资 源分布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外业调查面积（公顷） 43860

样线长度（km） 21.74

样方数量（块） 150

制作标本（个） 60种360份

开展技术指导（次） 3

开展技术培训场次（场） 3

培训人次（人次） 60

质量指标
培训考核通过率（%） 100%

参与培训人员到位率（%） 100%

时效指标

培训课程完成及时性 及时

组织培训及时性 及时

人员到位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培训对象覆盖率（%） ≥100%

培训成果应用率（%） ≥95%

经济效益指标 增收人次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对生态保护作用是否明显 是

满意度 满意度
培训对象满意度（%） ≥95%

服务领域对象满意度（%） ≥95%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森林植被恢复费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2.70 102.70 0 0 10 0

其中：财政拨款 102.70 102.70 0 0 - 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在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所属大峪林场、羊沙林场
、冶力关林场完成植被恢复367.5亩，当年苗木成活率达
到85%以上；购买用于资源监测的无人机3台，完成投资
102.7万元。

该项目资金下达时间为2023年10月底，12月13日完成了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方案批复实施
期为2024年，因此结转到2024年实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森林植被恢复平均成本 =2721.09元/亩 10

无人机购置成本 =9000元/台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森林植被恢复面积 367.5亩 5

无人机购置数量 3台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实施方案作业设计 1套 5

质量指标

作业设计评审通过率 =100% 5

检查验收情况 合格 5

森林植被恢复造林当年成活率
（%）

≥85% 5

时效指标

作业设计完成及时性 及时 5

森林植被恢复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月底

前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投资 102.7万元 4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农牧民增收 ＞50人 4

作业设计应用率 =100% 4

生态效益指标

局部植被覆盖度提高情况 明显提高 4

局部生态环境改善情况 有效改善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满意度 >=90% 10

总分 100 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度

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2023年第一批草原植被恢复费

主管部门：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实施单位： 甘肃省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全额）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 100 0 0 - 0

其中：财政拨款 100 100 0 0 - 0

其他资金 0.00 - 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0.5万亩退化的天然牧草地进行人工补播，使草原植被
恢复区牧草盖度达到80%以上。

该项目资金下达时间为2023年10月底，由于资金下达较晚，该项目已错过实施季节，实施
方案尚未编制完成，当年无法完成支付。计划于2024年下半年实施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权重）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平均成本 =200元/亩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退化天然牧草地恢复治理面积 0.5万亩 4

编制实施方案数量 =1套 4

播种量
1.75万千克（每
亩3.5千克）

4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草原植被恢复面积合格率 =100% 4

草原植被恢复质量合格率 =100% 4

牧草当年成活率（%） ≥85 4

实施方案编制率 =100% 4

牧草种子质量
达到GB 6142-
2008二级及以上

4

时效指标

草原修复方案编制及时性 及时 4

草原植被恢复及时性 及时 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草原植被恢复方案应用率 =100% 5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当地季节性就业人数（人） >=50人 5

生态效益指标

对草原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是否
明显）

明显 5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是否明显增
强）

明显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涉及职工满意度 >=90% 10

总分 90 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中央和省委巡视
、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成本指标20分、产出指标40分、效益指标20分、满意

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量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