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自评表

（2023年）

部门(单位)名称 长沙市望城区农业农村局 所属独立核算单位个数 1

资金来源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上级财政移动支付（C） 分值 执行率（(B-C)/A) 得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15344.83 15344.83 0 10 100.00% 10.00

财政拨款 15327.83 15327.83 0 -- 100.00% --

其他资金 17 17 0 -- 100.00% --

部

门

职

能

概

述

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全区“三农”工作的发展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指导乡村特色产业、

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街镇企业发展工作；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组织农业

资源区划工作；负责对全区农业机械、畜牧业和渔业生产、农田水利建设等农业领域安全监督管理；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负

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和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

组织参与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统筹全区扶贫开发工作；负责农业机械化管理；负责农田建设管理；协调落实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

体会议确定的有关工作，协助基层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工作，组织相关部门联合检查、指导，收集工作进展情况；协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配

合办好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经验；开展调查研究，适时提出相关工作意见和建议；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年初设定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1、实施郊游型美丽宜居村庄片区和示范型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农村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村容村貌全面提升，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公共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文明乡风深入人心，成为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巩固脱

贫成果，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衔接推进乡村振兴。3、加强环境卫生整治，

提高农村环境卫生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4、完善

动植物疫情防控体系，持续抓好全区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检疫工作。5、

1、坚持生态美、村庄美、产业美、生活美、风尚美的标准，建设完成 22 个美丽

宜居村庄和 4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片。创建完成 22 个美丽宜居村庄和 4个美丽宜

居村庄示范片。我区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工作获市政府2023年度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2、为全区“返贫致贫监测对象”692 户 1778 人购买防返贫综合保险，防范和化解

返贫致贫风险；为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全年共支持项目 65 个，

其中到村到户项目 62 个，跨区域、规模化项目 3个。到村到户项目中，产业发展



坚决扛牢粮食生产政治责任，加强对粮食生产的组织领导，推动责任层

层落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6、推广农业机械机具

新技术，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支持全区农业现代化建设。7、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8、加大种子、化肥、农药、兽药等农业投入品抽查检

查力度，防止和杜绝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和禁限用高毒农药流入农产品

生产环节。9、扶优支持发展休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做强农业品牌。

10、积极做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11 、发展特色健康水产养殖。

类项目 8 个，基础设施类项目 54 个。促进了低收入群体就业增收，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完善了村基础设施建设。3、通过推行环境卫生治理和垃圾分类，人居环境

得到提升，农村环境由净化、序化向绿化、亮化、美化、文化的转变，实现生态

环境更加优良、农村特色更加鲜明、公共设施更加完善、群众生活环境更加舒适。

4、动植物疫情防控体系不断完善。2023 年，全区产地检疫生猪 18.21 万头，共检

疫省内动物产品 7874.26 余吨，开展“瘦肉精”检测 9000 余份，全区未发生畜禽

产品质量安全事故。5、完成早稻集中育秧 12.1 万亩，超额完成市定目标任务。

新建高标准农田 2.22 万亩，创新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 2.17 万亩。6、推广水稻机

插机抛面积 12.19 万亩，推广新型农业机械 27 台套，水稻综合机械化率提升到

88.4%，稳居全省前列。7、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常态化检查指导，生产经营主体

责任进一步落实，本地农产品抽样合格率进一步提升。全区没有发生质量安全事

故。8、强化农业投入品监管，积极配合省市开展农资打假交叉检查和执法行动。

9、2023 年创建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4 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4 家，省

级示范合作社 4 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16 家，合作社 1 家，区级示范农民专业合

作社 4家、区级示范家庭农场 11 家。10、通过创建化肥减量增效千亩示范片、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示范点、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和畜禽养殖粪便污水处理等，

一定程度上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11 、全面开展水产品快速检测，保障水产品

产得出、产得安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目标内容 目标值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未完成原因 改进措施

年度

绩效

指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公用经费 不超过预算控制

数

未超预算控制数 3 3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政府采购 不超过预算控制

数（除项目采购

外）

未超预算控制数 3 3

数量指 部门预算支出 创建郊游型美丽 具体见 2023 年 创建完成 22 个 3 3



标 宜居村庄和示范

型美丽宜居村庄

实施方案 美丽宜居村庄和

4 个美丽宜居村

庄示范片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支持水利建设、

道路建设、人居

环境整治等基础

设施项目个数

≥35 个 54 个 2 2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环境卫生维护好

的村（社区）数

量

＞60 个 70 个 2 2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推进水利设施建

设，完成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冬

休。

小型机埠 10 个，

沟渠 32km
小型机埠 27 个，

沟渠 52km。

3 3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不断拓展农机服

务，扩广新型农

业机械和水稻机

插机抛面积

推广水稻机插机

抛技术 3 万亩；

推广新型农业机

械 20 台套

推广水稻机插机

抛面积 12.19 万

亩，推广新型农

业机械 27 台套

3 3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发布植物病虫情

报

10 期 14 期 2 2

数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积极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

2.22 万亩，完成

创新推动高标准

农田建设试点任

务 1.12 万亩

新建高标准农田

2.22 万亩，创新

推动高标准农田

建设 2.17 万亩

3 3

数量指 部门预算支出 畜禽水产品质量 100% 100% 3 3



标 安全检验检测，

“瘦肉精”检

测’、 兽医实验

室动物疫病采样

监测、流行病学

调查、冷链系统

设施设备配备齐

全维护到位、病

害动物无害化处

理率动物疫病查

原灭源、防疫消

毒等任务完成情

况

质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病死动物统一收

集率、收运中心

动物防疫条件达

标率；冷链车和

冷库正常使用

率；动物疫情应

急处置到位率；

重大动物疫病扑

杀程补助资金到

位率；物资购买

符合资金使用要

求、程序到位率、

建管到位率

100% 100% 2 2



质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制定年度工作计

划、项目实施方

案，确保高质量

完成全年工作任

务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1 1

质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人工增殖放流鱼

苗，改善湘江自

然生态环境

长期坚持 放流鱼苗 950 万

尾

3 3

质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农村村（社区）

垃圾分类减量覆

盖率；农村人居

环境常态化评比

覆盖率

100% 全区 70 个农村

村（社区）参与

人居环境常态化

评比

2 2

质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1 1

质量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坚决遏制耕地抛

荒、耕地“非农

化”、 耕地“非

粮化”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1 1

时效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部门预决算公开 依法依规及时公

开

已公开 1 1

时效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公共专项 根据项目实施方

案建设周期内完

成

已完成 1 1

时效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接到病死动物收

集申报电话后收

24 小时内 24 小时内 2 2



集入库时效；动

物疫病流行病学

调查、应急处置

时效

时效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应急物资处置时

效

100% 100% 1 1

成本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物资采购价格竞

争机制达标

100% 100% 1 1

成本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执行无害化处理

协议约定

100% 100% 1 1

成本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节约成本，不超

预算

计划内 未超预算数 2 2

成本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严格控制一般性

支出和三公经费

支出

计划内 2023 年“三公”

经费支出 29.60
万元，比去年减

少 7.46 万元。

2 2

成本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各项目均按具体

实施方案开展

计划内 按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

2 2

效益指

标

经济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郊游型美丽宜居

村庄片区和示范

型美丽宜居村庄

产业经营效益持

续增加

达标 达标 2 2

经济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环境卫生知识和

健康教育群众知

晓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2 2



经济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保障农产品供

给，加强“菜园

子”工程基础建

设，推广蔬菜水

果“春提早、秋

延后”高效种养

模式，提升亩产

效益。

全面提高 全面提高 1 1

经济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增加 增加 1 1

社会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返贫、新致贫发

生率

0% 0% 1 1

社会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加大种子、化肥、

农药、兽药等农

业投入品抽查检

查力度，确保农

产品质量安全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2 2

社会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稳定农业机械技

术人员

20 人 27 人 2 2

社会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妥善解决小农水

建管的难题，受

益村（社区）

20 个 29 个 2 2

社会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提高区级动植物

疫情防控能力和

水平，确保全区

无重大动植物疫

0 起 0 起 1 1



情发生。

社会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基础设施及公共

服务设施不断完

善，群众生活幸

福感不断增强

达标 达标 1 1

生态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农业机械符合环

保标准

100% 100% 1 1

生态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发生监管部门立

案查处的环境污

染事件

0 起 0 起 1 1

生态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因动物疫病造成

环境污染事件

0 起 0 起 1 1

生态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常年强制免疫病

种免疫密度

≧90% 90% 1 1

生态效

益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农村人居环境显

著改善，生活环

境得到提升

群众参与垃圾分

类率、无害化户

厕普及、小微水

体管护、庭院整

治等工作总体达

标，有农户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

美丽宜居村庄得

到适度绿化，不

断提高农民群众

幸福感。

通过推行环境卫

生治理和垃圾分

类，人居环境得

到提升，农村环

境由净化、序化

向绿化、亮化、

美化、文化的转

变，实现生态环

境更加优良、农

村特色更加鲜

明、公共设施更

加完善、群众生

2 2



活环境更加舒

适。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出现疫情立即赴

现场调查核实，

启动预警和应急

响应，统一指挥

疫情应急处置

常年保持 常年保持 1 1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建立健全内控

制度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1 1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继续落实好长江

“十年禁渔”，

巩固“一江两河”

禁渔成果，科学

做好湘江渔业资

源增殖，并开展

水生生物资源监

测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2 2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水稻综合机械化

水平

大力提升 明显提升 1 1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推动村集体经济

健康发展，建立

村集体经济收入

稳定增长机制

较为完善 较为完善 1 1

可持续 部门预算支出 建立共建共管的 建立并运转 建立并运转 2 1 个别屋场后续管护不 进一步建立健全



影响指

标

美丽宜居村庄长

效管护机制和农

村人居环境长效

管护机制

到位 美丽宜居村庄管

护制度，实现建

管并重。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部门预算支出 动物无害化处、

疫病防控能力、

防疫意识和防疫

水平、公共卫生

安全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1 1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部门预算支出 村民参与度、满

意度达到一定程

度

达标 达标 10 10

总分 100 9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