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公开09表

部门：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单 位 ： 万
元

项目名称: 农职学院产业技术体系专项经费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优 良 中 差 指标值（项目绩效目标预期完成情况 ）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油菜百亩示范片建设 1个≥100亩 ≥80亩 ≥60亩 ≤50亩 1个百亩示范区 104亩 104% 优
只提供技术指导 ，
没有安排经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油菜新杂交组合的亲本及杂交种的
初级繁育

≥22个 ≥18个 ≥14个 <14个
完成22个新杂交组合的亲本及杂交种的初级繁育 ,每个
亲本繁殖或组合制种8千克以上

42个 190.90% 优

已提供给油菜研发
中心组织多点全省
试验筛选强优势杂
交组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油菜早熟、优质、高含油、株型紧
凑等亲本的套袋繁育

15-20个 10-14个 5-9个 <5个
完成10-20个早熟、优质、高含油、株型紧凑等亲本的
套袋繁育

30个 150% 优 2020年度筛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油菜早熟、优质、高含油、株型紧
凑的恢复系的套袋测恢筛选

≥50个 ≥45个 ≥40个 <40个
完成50个早熟、优质、高含油、株型紧凑的恢复系的
套袋测恢筛选

54个 108% 优
2019年夏播已做测
恢检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油菜试验站培训基层科技人员 、农
户及在校大学生

≥500人次 ≥300人次 ≥100人次 <100人次 培训基层科技人员、农户及在校大学生500人次 546人次 109.2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报送油菜试验站工作宣传信息 ≥20条 ≥16条 ≥12条 <12条 报送信息20条 18条 90% 良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马铃薯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基地
建设

≥100亩 ≥80亩 ≥60亩 ≤50亩 建设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基地 100亩
完成2个，
共计135亩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马铃薯试验站培训薯农、基层农技
人员、在校大学生

≥500人次 ≥300人次 ≥100人次 <100人次 培训薯农、基层农技人员、在校大学生500人次 480人次 96% 良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马铃薯展示新品种 ≥4个 3个 2个 <2个 展示新品种 5个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广马铃薯生产新技术 ≥1项 0 0 0 推广农业新技术1项 3项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滇陆种母猪繁殖性能测定 ≥50头 ≥40头 ≥30头 ≥20头 完成50头的滇陆种母猪繁殖性能测定 50头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广示范生产优质商品猪 ≥1000头 ≥800头 ≥600头 ≥400头 推广示范生产优质商品猪 1000头 1000头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养殖户、基层畜牧农技人员、
在校大学生

≥500人次 ≥400人次 ≥300人次 ≥200人次 培训养殖户、基层畜牧农技人员、在校大学生500人次 620人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鸡生长性能测定与分析 ≥200只 ≥100 ≥50 <20只 完成200只鸡生长性能测定与分析 200只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鸡生长、肉质、繁殖性状候选基因
的检测与分析

≥50只 ≥30 ≥20 <10只
完成50只鸡生长、肉质、繁殖性状候选基因的检测与
分析

50只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布家禽育种研究室工作宣传信息 ≥5条 ≥3 2 0 发布家禽育种研究室工作宣传信息 5条 2条 40% 中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家禽养殖繁育技术指导、培训 ≥200人次 ≥100 ≥50 0 完成家禽养殖繁育技术指导 、培训200人次 130人次 65% 良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经济报告 ≥4份 3份 2份 ≤1份

蚕桑、肉牛、草、淡水渔业各至少1份。蚕桑：完成“

小蚕商品化-大蚕十五日育”经济效益分析报告1份；
肉牛产业经济信息的调研收集 ，提交云南肉牛产业年
度经济报告。完成云南山地牧业发展饲草饲料支撑产
业的模式和政策研究，结合牧草体系的研究推广方
向，收集、监测和分析产业发展动态信息 ，完成年度
经济报告1份。分析国内外产业发展形势 ，分析云南存
在差距与不足，如何发展等。开展相关专题理论研究

。充实数据库，收集和整理数据，汇总全国、云南省
、各地州（市）淡水鱼的养殖面积、产量、价格等方
面基础数据，为深入分析产业发展状况提供数据支
撑，提交年度经济报告。

7份 100% 优
蚕桑3份，肉牛1份,
草产业1份，淡水渔
业1份，生猪1份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增产率及成本下降率 ≥15% ≥12% ≥8% ≥5% 新技术，新品种较当地生产增产 15%，成本下降8%

增产超
15%，节本
8%以上

100% 优

马铃薯示范片产值
增产超过15%，节约
成本9.4%，油菜示
范片增产超过15%，

节本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培训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10% ≥8% ≥6% ≤5% 培训人数每年增加率不低于 10% 8% 80% 良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有。项目有明确的经费使用范围 ，并规定只能专款专用，不能擅自改变项目经费支出方向 ，违反的按规定严肃处理 ，并取消下一

年度资格。严控支出，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学校制定和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 、内部控制制度和
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办法、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为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保障项目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措施或机制 。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有规范的内控机制。项目经费建立专项账、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对项目支付资金实行单独核算 。严格按照《云南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内部控制手册》，每笔资金使用都要对应按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费申请及报销规定 （试行）》《云南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个人劳务费发放标准依据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票据管理办法 》《云

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 》等账务制度执行，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审核报批后方能支付项目经费 。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水平

达到。严格按照《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云南省省级预算绩
效跟踪管理暂行办法》开展绩效管理。产业技术体系项目明确各项绩效指标 ，严格质量标准，年度任务书（计划书）均要经过各
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把关 ，项目实施过程接受监督，项目实施结果接受考核，项目实施后任务完成的质量需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的
要求进行年度考核。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严格经首席科学家审核、主管部门批准的各功能站（室）任务书，依据批复的预算执行进度及时全面完成了项目 。

验收的有效性 项目实施后，及时进行了项目自查和总结 ，参加年度考核考评，并及时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各项目计划任务指标100%完成。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项目绩效指标与部门履职绩效目标相符 ,是部门履职整体目标的一部分 ，项目设置的“产出、效益、满意度”绩效指标也有效的促
进了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目标的实现 ，同时促进了部门育人、科学研究、文化传承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 ，有效提升了教育管理
服务水平。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相适应 。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 “三农”工作的论述。符合国家加快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提升国家、区域创新能力和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 。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求，符合
农业部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的政策 。符合省委、省政府“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大力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 ；稳定支
持高原特色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建设对保障全省粮食 、蔬菜、水果、肉、蛋、奶
、茶等农（畜）产品供给，促进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 ，服务云南打造绿色食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绩效围绕强化示范引领 ，提升农业科技研究、创新和推广应用能力，培养锻炼了一批“三农”领域的人才，促进了区域农业
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我校培养服务高原特色农业建设人才的质量 ，提升了社会服务能力、实现农科教结合，将论文写在云岭大地
的职能职责和年度计划。

自评结论：一、项目管理责任明确、任务清晰、制度健全。二、项目按质按量及时完成 。三、项目各绩效指标均符合预期 。四、项目的绩效指标符合部门的履职目标 ，并符合国家宏观规划。综上所述，2019年度绩效自评为优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公开09表

部门：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农职学院科技增粮行动项目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优 中 差
指标值（项目
绩效目标预期
完成情况）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交科技增粮行动
项目或绿色高质高
效创建行动项目相
关报告

4份 2份 ≤1份 4份 4份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组织培训项目
涉及地州基层农技
人员一次

≥75人 65-70人 ≤65人 75人 80人 100% 优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推广绿色高效技术 ≥2项 0项 2项 2项 100% 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培训效果满意度 ≥98% ≥88% ≤85% 98% 98.5% 100% 优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有。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经费的使用范围，并规定只能专款专用，不能擅自改变项
目经费支出方向，违反的按规定严肃处理，严控支出，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支
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有。《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对违反农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虚报、冒领、截留、挪
用、骗取农业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根据财务制度，财务管理含盖组织结构及职责分工、授权批准、会计记录、预算管
理和报告制度等重要环节，学校制定有《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内部控制手册》，
内部控制规范。项目经费建立专项账、专人管理、专款专用，对项目支付资金实行
单独核算。每笔资金使用都要对应按照《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费申请及报销规
定（试行）》《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个人劳务费发放标准依据》《云南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票据管理办法》《云南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等账务制度执行，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审核报批
后方能支付项目经费。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水平

达到。严格按照《云南省省级预算绩效跟踪管理暂行办法》《省本级种植业科技推
广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增粮资金管理办法》使用项目
资金，按照《省本级种植业科技推广项目绩效评价办法（试行）》《云南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科技增粮绩效考评办法》进行项目实施质量管理。项目实施过程接受监
督，项目实施结果接受考核。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依据批复的预算执行进度，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时全面完成了项目

验收的有效性
项目实施后，及时进行了项目自查和总结。并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各项目计划
任务指标100%完成。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是。依据《省本级种植业科技推广项目绩效考评办法（试行）》，项目设置了相应
的绩效目标，项目绩效指标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具体要求一致，项目的有效实
施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和保障，构成部门整体支出的一部分。
项目设置的“产出、效益、满意度”绩效指标也有效的促进了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目
标的实现，同时促进了部门育人、科学研究、文化传承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
有力提升了教育管理服务水平。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项目符合中央、省委与省政府的工作目标。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求，符合农业
部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的政策，符合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是促进
云南省促进粮食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多次提到发挥科技
增粮在粮食生产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符合省委、省政府“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
入、大力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稳定支持高原特色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
科技研究等”。符合农业农村部2019年种植业生产要点。符合省人民政府明确要求
“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加快高原粮仓建设，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1860万吨
以上”的工作目标。符合云南省打造绿色食品牌的相关要求。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绩效围绕强化示范引领，提升科技推广应用能力，加强基层农技人员综合能力
素质提升。科技增粮项目的实施，促进了我校培养服务高原特色农业建设人才，推
进农业科研，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实现农科教结合，将论文写在云岭大地的职能职
责和年度计划。

自评结论：一、项目绩效目标明显，方案任务措施清晰，职责明确、管理规范、制度健全。二、项目推进有力，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三、项目完成的绩效指标
达到或超过预期，与投入成本相符。四、实现的项目绩效指标符合部门的履职目标，符合国家及我省的宏观政策规划。综合以上几点，2019年绩效自评为优秀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公开09表

部门：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职业技能鉴定成本性支出专项经费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优 良 中 差

指标值
（项目绩
效目标预
期完成情
况）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鉴定工种，
参加职业技
能鉴定人数

7个工种，
2700人次

7个工种，
2400人次

6个工种，
2000人次

6个工种以
下，2000
人次以下

7个工种，
5720人次

优 219% 优秀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合格证获取

率
98% 94% 90% 90%以下

合格人次
5405人
次，合格
率94.49%

良 94.50% 优秀

合格率未达到98%，
是由于社会农民工
基础弱，通过率低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组织宣传报
名、职业技
能培训、命
题制卷考试

6个月内完
成

7个月内完
成

8个月内完
成

超过8个月

5个月内完
成组织宣
传报名、
职业技能

优 100% 优秀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有。项目有明确的经费使用范围，并规定只能专款专用，不能擅自改变项目经费支出方
向，违反的按规定严肃处理。严控支出，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学校制定和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办法、技
能鉴定经费管理办法等为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保障项目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措施
或机制。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有。1.参照《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负责预算项目申报的计划资产财务处有健全的会
计内部控制制度，和质量风险控制制度；负责项目跟踪监督审计的纪检审计处有针对项
目资金的一套内部审计机制。
2.学院对鉴定站的机构设置、人员组成、领导方式、组织管理、监督机制、工作目标等
宏观方面做出了全面规定；对鉴定程序、组织实施、考务管理、试卷管理、档案管理、
阅卷评分、成绩复核、考评员建档与管理、证书登记与发放、考评员和考务人员队伍建
设、完善实训基地与鉴定场地、财务管理制度等微观方面均作了详尽的规定，并在整个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水平
达到。严格按照《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技
能鉴定经费管理办法》《云南省省级预算绩效跟踪管理暂行办法》开展绩效管理。项目

明确各项绩效指标，严格质量标准，项目实施过程接受监督。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依据《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2020届毕业生技能鉴定方案》及时组织鉴定，依据《云南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管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绩效考核方案》及

时核算参与人员工作量

验收的有效性
严格按照技能鉴定方案开展技能鉴定工作，及时上报考核结果。根据实际工作量核算人
员劳务费。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完成技能鉴定站本年度工作安排，为云南农业相关企业输送掌握一定技能农业技术人员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符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启
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进一步发挥好学历证书作用，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鼓
励学生获得学历证书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职业
院校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学院“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云南248站”(“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农业－
47003248）”，是2000年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同意建立农业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
能鉴定站的批复》（劳社培就司发〔2000〕1号和农业部农（人劳）〔2000〕1号文件批
准设立，由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建的农业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开展学
生及社会人员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超额完成本年考评人数。

自评结论：2019年度完成鉴定工种7个，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数5720人次；合格证获取率为94.5%；6个月内完成组织宣传报名、职业技能培训、命题卷考试、阅卷及
数据汇总等工作。自评为优秀。我校响应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要求，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启动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鼓励学生获得学历证书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职业院校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
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我校技能鉴定站依据学院《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管理办法》及相关财务管理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本年度技能鉴定工作。1、严格
工作程序，加强考务管理。鉴定站严格工作程序，坚持考前、考中和考后的严格管理，做到不漏一个工作程序。2、严把鉴定质量关。为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有序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全面推行双证制度，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每次考核考评前都要召集考评小组
的成员开会，由鉴定所负责领导宣讲国家有关职业技能鉴定的方针政策，宣传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重要性、可行性。3、加强考评员队伍建设，提高鉴定工作质量
。4、建立证书管理制度。职业资格证书的资料录入、证书办理、保存发放等由鉴定站办公室统一管理，并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技能鉴定工作符合学院各项规定，合
规使用各项资金；及时完成各项工作考核。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公开09表

部门：云南省原种猪繁育推广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云南省原种猪繁育推广中心追加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经费预算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优 良 中 差
指标值（项目
绩效目标预期
完成情况）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向社会提供
服务人\次

优 ≥4770人\次 5227人\次 11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技术服务养
殖户

优 ≥130户 159 122% 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优 ≥97% 100% 103% 优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我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项目支出，制定和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工
资实施办法等制度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保障项目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节支增效。
同时，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我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制定了《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财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稽核制度和内部牵引制度，建立项目费用审批权
限，规范会计基础工作，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水平 达到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完成及时

验收的有效性 验收有效，100%及时有效地完成所有专项资金使用及相关验收工作。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项目实施工作可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文件，人社部发﹝2015﹞99号《关于调
整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调整农业有
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农业事业中专职从事和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工作
的人员，根据工作量大小、时间长短、条件好坏、防护难易及危害身体健康程度等情况，享受
一类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文件，云人社发﹝
2016﹞2号，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
医疗卫生津贴的通知》的通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审批通知，《
关于省农业厅部分直属事业单位执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批复》，省种畜繁育推广中心从
事和直接接触有毒、有害、有传染危险的工作人员，符合人社部发﹝2015﹞99号文件规定一类
津贴发放范围的，享受一类畜牧兽医津贴每人每月450元。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可量化、可考核。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审批通
知，《关于省农业厅部分直属事业单位执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批复》，省种畜繁育推广
中心从事和直接接触有毒、有害、有传染危险的工作人员，符合人社部发﹝2015﹞99号文件规
定一类津贴发放范围的，享受一类畜牧兽医津贴每人每月450元。以及云南省原种猪繁育推广
中心2016-2018年部分津贴补贴清算统计表，项目绩效目标可量化、可考核。

自评结论：优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公开09表

部门：云南省种畜繁育推广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云南省种畜繁育推广中心追加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经费预算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
析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执行完

毕
绩效指

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优 良 中 差

指标值（项

目绩效目标

预期完成情

况）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产出指
标

数量指
标

生产性能
测定

优 ≥220头 250头 114% 优秀

数量指
标

种牛疫病
防治及防
疫

优 ≥441头 480头 110% 优秀

效益指
标

经济效
益指标

种牛、冻
精销售收
入

优 ≥480万元 843万 175% 优秀

社会效
益指标

向社会提
供优质种
牛

优 ≥80头 153头 191% 优秀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职工满意
度

优 ≥98% 100% 102% 优秀

2.项目成本
性
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我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项目支出，制定和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内
部控制制度和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等制度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保障项目质
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节支增效。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我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制定了《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内
部控制管理制度》等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财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稽核制度
和内部牵引制度，建立项目费用审批权限，规范会计基础工作，提高项目
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水平 达到

3.项目效率
性
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完成及时

验收的有效性 验收有效，100%及时有效地完成所有专项资金使用及相关验收工作 。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 。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项目实施工作可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文件，人社部发﹝
2015﹞99号《关于调整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
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调整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
卫生津贴。农业事业中专职从事和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工作的人员 ，根
据工作量大小、时间长短、条件好坏、防护难易及危害身体健康程度等情
况，分别享受一、二、三类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2018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指出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国发[2007]4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指出大力发展畜牧业，对促
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们膳食结构，提高国民体质
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绩效目标根据生产重要指标制定，反应牛只饲养效果，良种推广成
效，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其次。充分发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职责，
为全省乃至全国良种改良事业提供优质种牛 ，为畜牧业发展做出贡献。
项目绩效指标契合单位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

自评结论：优秀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公开09表

部门：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种禽疫病控制净化补助资金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优 良 中 差

指标值

（项目绩

效目标预
期完成情

况）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广良种

雏鸡苗

超过180万

羽

160-180万

羽

140-160万

羽

少于140万

羽
180万羽 19 10.50% 未完成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

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

进建设，于2019年2月

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

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

未能按计划于2019年

完成并交付使用，导

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

法如期引入，无法恢

复生产和实施项目。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技术

服务手册

超过50场

（户）

45-50场

（户）

40-45场

（户）

少于40场

（户）

50场

（户）
0 0 未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养殖场

（户）蛋

鸡生产性
能增收7%

80%以上场

（户）增

收7%以上

80%以上场

（户）增

收6%-7%

70%以上场

（户）增

收5%-6%

70%以上场

（户）增

收5%以下

80%以上场

（户）增

收7%以上

0 0 未完成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养殖农户

对技术指

导、培训
服务的满

80%以上农

户满意

70%-80%农

户满意

 60%-70%

农户满意

60%以下农

户满意

80%以上农

户满意
0 0 未完成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制定有内部控制制度，对项目资金专项核算。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 ，未扩大开支范

围及开支标准，专款专用。按照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兽医防疫

制度，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种鸡车间一日工作程序 ，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育雏育成车间饲养管理程序 ，

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生产技术科下辖各部门员工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等制度进行管理 、操作、控制和考核。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制定有内部控制制度，且项目实施方案中也作出了更进一步规定 。对收到的项目资金专项核算，严格按照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项目资金。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 ，决不扩大开支范围及开支

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对于项目内需采购的货物等实物，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按照云南省

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兽医防疫制度 ，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种鸡车

间一日工作程序，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育雏育成车间饲养管理程序 ，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生产技术科下

辖各部门员工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等制度进行管理 、操作、控制和考核。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

理水平
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 ，未扩大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做到专款专用。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 ，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

计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

验收的有效性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 ，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

计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

的实现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 ，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

计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无法完成和评价

部门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

应性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 ，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
计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项目绩效与规划

和宏观政策没有适应性的比对。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

度计划情况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 ，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

计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项目绩效未能体
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自评结论：2019年未能按计划实施生产，项目没能启动，项目资金6.5万元没有使用，年终由财政全额收回。未能完成和评价部门绩效目标，该项目无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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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禽蛋产业技术体系种禽中心实验站补助经费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情况说明

优 良 中 差

指标值
（项目绩
效目标预
期完成情

况）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广良种雏
鸡苗

超过180万
羽

160-180万
羽

140-160万
羽

少于140万
羽

180万羽 19 10.50% 未完成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
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
设，于2019年2月2日起
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
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
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
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
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
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培育良
种种鸡

大于8万套 7-8万套 6-7万套 小于6万套 8万套 0 0 未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产量增长率 大于3% 2%-3% 1%-2% 小于1%
较上年提
高3%

0 0 未完成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养殖农户对
技术指导、
培训服务的
满意度

大于80% 70%-80%  60%-70% 小于60%
80%以上农
户满意

0 0 未完成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制定有内部控制制度，对项目资金专项核算。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未扩大开支范围
及开支标准，专款专用。按照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兽医防疫制
度，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种鸡车间一日工作程序，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育雏育成车间饲养管理程序，云南
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生产技术科下辖各部门员工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等制度进行管理、操作、控制和考核。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制定有内部控制制度，且项目实施方案中也作出了更进一步规定。对收到的项目资金专项核算，严格按照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项目资金。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决不扩大开支范围及开支标
准，做到专款专用。对于项目内需采购的货物等实物，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按照云南省种禽
繁育推广中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兽医防疫制度，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种鸡车间一日
工作程序，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育雏育成车间饲养管理程序，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生产技术科下辖各部门
员工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等制度进行管理、操作、控制和考核。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
水平

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未扩大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做到专款专用。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完成的及时性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
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

验收的有效性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
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
实现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
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无法完成和评价部门
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
性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
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
观政策没有适应性的比对。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
计划情况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滇中新区推进建设，于2019年2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
划于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入，无法恢复生产和实施项目，项目绩效未能体现部
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自评结论：2019年未能按计划实施生产，项目没能启动，项目资金10万元没有使用，年终由财政全额收回。未能完成和评价部门绩效目标，该项目无绩效评价。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公开10表

部门：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万元

一、部门基
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是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一
所以农学、畜牧兽医和农业经济管理为特色和优势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云南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面向全国招生，从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为农业行业培养和输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学院
2019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4个，分别是：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本级），云南省种畜繁育推广中心，
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云南省原种猪繁育推广中心。2019年末实有人员编制586人；在职在编人员
466人，其他人员29人；离退休人员649人，其中：离休9人，退休640人。实有车辆编制28辆，在编实有车辆
23辆。

（二）部门绩效目标
的设立情况

学院2019年部门绩效目标的设立情况主要有：1、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确保2019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92%以
上，年终就业率在96%以上，创业毕业生达到7%以上。2、扩大办学规模，力争2019年报到新生3500人左右，
在校生规模达到9500人以上。3、学生教学满意度达80%以上。

（三）部门整体收
支情况

1、收入情况：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收入合计22,277.9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831.47万
元，占总收入的62.09%；上级补助收入0.00万元，占总收入的0.00%；事业收入5,536.70万元，占总收入的
24.85%；经营收入2,542.55万元，占总收入的11.41%；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00万元，占总收入的0.00%；其他
收入367.25万元，占总收入的1.65%。2、支出情况：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支出合计19,138.08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8,492.77万元，占总支出的44.38%；项目支出7,244.44万元，占总支出的37.85%；上缴上
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3,400.87万元，占总支出的17.77%。

（四）部门预算管理
制度建设情况

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学院建立了《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编制管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财
务收支审批制度》、《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实训
基地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费申请及报销规定》、《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票据管理
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学院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专项资金
的开支范围和项目开支标准，严格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建立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责任制，学
院监察部门全过程参与项目实施与监督。加强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内部审计，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
理性和有效性。切实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管理，保证项目的审查、论证、组织实施、绩效评估、检查验收等环
节做到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顺利实现项目建设目标，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对目标的实施和资金的
投向及年度的安排调度实行全过程管理，各项目负责人对主管项目专项资金使用实行全过程负责，确保预期
目标的实现。

二、绩效自
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
评的目的

通过项目立项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管理情况、项目绩效表现情况进行自我评价，了解资金使用是
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
因，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和使用效益。

（三）自评
组织过程

1.前期准备

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具体工作由计划资产财务处牵头，成立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
组织管理和实施，并邀请相关专家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2.组织实施

学院于2019年年中和年末对各项目预算执行进度情况进行通报，年底依据业务资料、财务资料，对照项目支
出绩效自评指标逐项进行自评，并于2020年4月向云南省教育厅上报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三、评价情况分析及综
合评价结论

通过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评，学院2019年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重点任务。1、2019届毕
业生“专升本”录取率创新高，报考毕业生947人，录取率和录取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录取率84.6%），年终
就业率达96.87%。2、2019年学院在校生人数达10053人，首次过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3、2019届毕业生对
学院的教学满意度为94%，说明学院的教学工作开展情况较好，得到了毕业生的认可。学院2019年整体支出绩
效自评结果为“良好”。

四、存在的问题和
整改情况

（一）存在的问题：1、部门预算收入与预算执行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为学费、住宿费的预算收入一般在每
年的9月到11月才能实现收费，待缴到财政专户并申请下拨时，已是年底，从而影响当年的预算执行进度。2
、部份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不够科学合理，难以量化和评价。（二）整改情况：1.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统筹安
排学院各项经济业务，提前规划，确保学院财政资金支付进度达到要求。2、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
进一步强化各项目负责人的绩效意识。

五、绩效自评结果应用
1、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各项目负责人年度业绩考评的依据；2、绩效自评结果做为下一年度项目预算编制与调
整的参考资料。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1、绩效目标设定融入学院中长期3年滚动发展规划；2、学院预算项目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系统，进行项目
库管理。

七、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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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万元

目标 任务名称 编制预算时提出的2019年任务及措施 绩效指标实际执行情况
执行情况与年初预算的对

比 相关情况说明

职责
履行

良好

农职学院科技增粮行动项
目

2019年任务目标是：建立绿色高效创建示范基地4个以上；示范面积200亩以上；提交科技增粮工作总结报告一份、绩效
报告一份、督导报告二份；集中培训基层农技人员1次，共计75人次以上，集成推广农业绿色高效技术2项。

本年度提交科技增粮技术指导与服务工作总结报告一份、绩效自评报告一
份、督导报告二份；建立示范点2个以上；示范面积200亩以上；培训基层

农技人员1次，共计75人次；推广农业新技术2项。
完成

产业体系农职学院（油菜
马铃薯蚕桑生猪禽蛋草肉
牛淡水渔业）

2019年任务目标是：带领试验团队成员完成工作目标；建设1个百亩核心示范区；完成22个新杂交组合的亲本及杂交种的
初级繁育，每个组合亲本繁殖或杂交制种8千克以上；完成10个早熟、优质、高含油、株型紧凑等亲本的套袋繁育；完成

50个早熟、优质、高含油、株型紧凑的恢复系的套袋测恢筛选；培训基层科技人员、农户及在校大学生500人次；报送信
息20条。

2019年完成以下任务：1、在富民县大营街道办事处松林村完成1个104亩示
范展示；2、完成网室三系杂交亲本繁殖1个组合，两系杂交制种4个组合，
三系杂交制种11个组合，种质材料1个的收获。3、开展新三系杂交组合制

种试验，播种面积2.5亩，制种组合23个。4、网室夏播杂交制种17个组合
。5、2019—2020年度，试验站联合油菜研中心在富民县大营街道办事处麦

场村委会开展新三系组合制种试验，试验面积5亩，制种组合105个。5、协
助体系在石屏召开2019年冬马铃薯现场观摩会，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达到
预期效果。6、 完成体系交办的2019年农职院马铃薯试验站覆盖区马铃薯

生产情况上报工作。7、协助产业经济室完成学生对石屏马铃薯调研工作，
参加体系组织的春作中心现场观摩会暨种薯对接会。8、主动深入玉龙县太

安乡，宁蒗县、香格里拉市开展马铃薯种薯调研，帮助薯农联系高质量种
薯。 完成

职业技能鉴定成本性支出

2019年度完成鉴定工种7个，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数5720人次；合格证获取率为94.5%；6个月内完成组织宣传报名、职业
技能培训、命题卷考试、阅卷及数据汇总等工作。自评为优秀。我校响应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要求，依据《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
基础，鼓励学生获得学历证书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职业院校面向在校学生和全
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我院技能鉴定站依据学院《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能鉴定管理办法》及相关财务管理

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本年度技能鉴定工作。1、严格工作程序，加强考务管理。鉴定站严格工作程序，坚持考前、考中和
考后的严格管理，做到不漏一个工作程序。2、严把鉴定质量关。为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有序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全面推行双证制度，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每次考核考评
前都要召集考评小组的成员开会，由鉴定所负责领导宣讲国家有关职业技能鉴定的方针政策，宣传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的重要性、可行性。3、加强考评员队伍建设，提高鉴定工作质量。4、建立证书管理制度。职业资格证书的资料录入

、证书办理、保存发放等由鉴定站办公室统一管理，并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技能鉴定工作符合学院各项规定，合规使
用各项资金；及时完成各项工作考核。

2019年度完成鉴定工种7个，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数5720人次；合格证获取
率为94.5%；

完成

省种畜中心种畜生产发展
专项补助

组建项目实施领导小组，以中心主任为组长、生产科科长为副组长，成员由中心生产科成员及纯繁场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确保项目顺利实施。2019年3月完成政府采购程序并签订合同；项目计划实施按省财政厅资金进度要求，分批实施，

一季度完成资金的20%,二季度完成资金的60%，三季度完成资金的90%，10月30日以前完成项目资金100%。培育生产种牛
≥125头；犊牛成活率≥95%；优良种牛占有率≥90%；生产性能测定≥150头；种牛销售收入≥180万元；向社会提供优质
种牛≥80头；服务对象满意度≥98%。

严格按照编制预算时提出的 2019年任务及措施执行。 完成

省种畜中心西门塔尔牛疫
病防控净化专项补助

组建项目实施领导小组，以中心主任为组长、生产科科长为副组长，成员由中心生产科成员及纯繁场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确保项目顺利实施。：2019年3月完成政府采购程序并签订合同；项目计划实施按省财政厅资金进度要求，签订合同

后完成项目资金100%；生产性能测定≥220头；种牛疫病防治及防疫≥441头；死亡率≤4%；向社会提供健康优质种牛≥
80头；冻精推广≥30万剂；种牛、冻精销售收入≥480万元；服务对象满意度≥98%；

严格按照编制预算时提出的 2019年任务及措施执行。 完成

省种畜中心追加畜牧兽医
医疗卫生津贴经费预算

项目资金安排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文件，云人社发﹝2016﹞2号，转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通知》的通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审批通知，《关于省农业厅部分直属事业单位执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批复》，省种畜
繁育推广中心从事和直接接触有毒、有害、有传染危险的工作人员，符合人社部发﹝2015﹞99号文件规定一类津贴发放
范围的，享受一类畜牧兽医津贴每人每月450元，符合文件规定二类津贴发放范围的，享受二类畜牧兽医津贴每人每月

350元，符合三类津贴发放范围的，享受三类畜牧兽医津贴每人每月260元。云南省农业厅云农便函﹝2018﹞10号，《云
南省农业厅关于请求核拨事业单位2016-2018年畜牧兽医医疗卫生等津贴的函》。生产性能测定≥220头；种牛疫病防治

及防疫≥441头；种牛、冻精销售收入≥480万元；向社会提供优质种牛≥80头；职工满意度≥98%。

严格按照编制预算时提出的 2019年任务及措施执行。

完成

省原种猪繁育推广中心追
加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

经费预算

项目资金安排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文件，云人社发﹝2016﹞2号，转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农业有毒有害保健津贴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通知》的通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审批通知，《关于省农业厅部分直属事业单位执行畜牧兽医医疗卫生津贴的批复》，省种畜
繁育推广中心从事和直接接触有毒、有害、有传染危险的工作人员，符合人社部发﹝2015﹞99号文件规定一类津贴发放
范围的，享受一类畜牧兽医津贴每人每月450元。云南省农业厅云农便函﹝2018﹞10号，《云南省农业厅关于请求核拨事

业单位2016-2018年畜牧兽医医疗卫生等津贴的函》。向社会提供服务人\次≥4770人\次；技术服务养殖户≥130户；服
务对象满意度≥97%；

严格按照编制预算时提出的 2019年任务及措施执行。

完成

种禽疫病控制净化补助资
金

制定有内部控制制度，按照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兽医防疫制度，云南
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种鸡车间一日工作程序，云南省种禽繁育推广中心育雏育成车间饲养管理程序，云南省种禽繁育推

广中心生产技术科下辖各部门员工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等制度进行管理、操作、控制和考核。推广良种雏鸡苗180万羽;引
进培育良种种鸡8万套;产量增长率较上年提高3%;养殖农户对技术指导、培训服务的满意度80%以上农户满意。

严格按照编制预算时提出的 2019年任务及措施执行。

未完成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
滇中新区推进建设，于2019年2
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

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划于
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

2019年后备种鸡无法如期引
禽蛋产业技术体系种禽中
心实验站补助经费

推广良种雏鸡苗180万羽 严格按照编制预算时提出的 2019年任务及措施执行。 未完成

为把我单位小哨场区土地移交
滇中新区推进建设，于2019年2
月2日起全面停产。由于马龙新

场区工程建设未能按计划于
2019年完成并交付使用，导致

履职
效益

明显

经济效益 1、种牛销售收入≥180万元;2、向社会提供健康优质种牛≥80头。
1、2019年种牛销售收入为335万元，2、2019年向社会提供健康优质种牛153头。较好地完成
期初预算目标；

完成

社会效益
1、扩大办学规模。力争2019年报到新生3500人左右，在校生规模达到9500人以上。2、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确保2019年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92%以上，年终就业率在96%以上，创业毕业生达到7%以上。争取获得“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和“云南省鼓励大学生创业先进集体”。

学院2019年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重点任务，学院在校生人数达10053人，
首次过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9届毕业生“专升本”录取率创新高，报考
毕业生947人，录取率和录取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录取率84.6%），年终就业率
达96.87%。

完成

生态效益 无 未设定 未设定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

度
学生教学满意度达到80%以上。

2019届毕业生对学院的教学满意度为94%，说明学院的教学工作开展情况较
好，得到了毕业生的认可。较好地完成年初预算目标。 完成

预算

配置
科学

预算编制科学 根据往年生产经营情况编制2019年预算，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进行专项资金使用。

学院严格按照云南省部门预算编制指南编制2019年预算，严格按预算开支
范围和项目开支标准编制2019年度项目预算，学院2019年度部门预算编制

整体科学合理。 完成

基本支出足额保障 预算支出足额保障2019年部门正常工作开展，包括生产支出、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足额保障。
足额保障 完成

确保重点支出安排
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进行专项资金使用支出，确保人员工资、日常运转等支出。 足额保障 完成

严控“三公经费 ”支出
“三公经费”2019年度全口径预算数为143.80万元。

“三公经费”2019年全口径执行算数为55.82万元。
完成38.45%

预算
执行
有效

严格预算执行 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进度执行，2019全年各项目预算执行较好。
预算执行达到年度考核要求。

完成

严控结转结余 结转结余控制目标为不超过上年结余结转数。 2019年学院年未结转和结余资金共计33.48万元 未完成
学院将进一步加大预算资金执
行力度，严格执行预算进度要

求。

项目组织良好 学院各项目的实施均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方案，有相应资金预算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

项目管理机构健全、主体责任明确、管理规范、资金开支合理。

完成

“三公经费”节支增效
“三公经费”2019年度全口径预算数为143.80万元。。

“三公经费”2019年全口径执行算数为55.82万元。
节约87.98万元

预算
管理

规范

管理制度健全

学院建立了《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编制管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云南农业
职业技术学院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实训基地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云南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细则》、《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费申
请及报销规定》、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票据管理办法》、《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财务管理规章制度。

全面完成年初预算任务和管理要求。 完成

信息公开及时完整
按照规定的时限完成学院2019年预决算信息及“三公经费”信息公开

均按要求在学院门户网站“预决算公开专栏”栏目及时公开决算信息及“
三公经费 完成

资产管理使用规范有效

学院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和项目开支标准，严格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建立项目建设专项
资金管理责任制，学院监察部门全过程参与项目实施，适时监督。加强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内部审计，确保资金使用

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切实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管理，保证项目的审查、论证、组织实施、绩效评估、检查验收等
环节做到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顺利实现项目建设目标，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对目标的实施和资金的投向及年
度的安排调度实行全过程管理，各项目负责人对主管项目专项资金使用实行全过程负责，确保预期目标的实现。

全面完成年初预算任务和管理要求。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