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 年度）

部门（单位）名

称
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任务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任务 1
动物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经费(含畜禽屠宰监管

经费及犬只防疫工作经费)
14.00 14.00

任务 2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经费 6.30 6.30

任务 3 二轮土地延包工作经费 15.00 15.00

任务 4 种子改良与新品种试验推广 2.80 2.80

任务 5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经费 7.00 7.00

任务 6 土壤改良经费 2.00 2.00

任务 7 动物防疫经费 9.10 9.10

任务 8 2025 年农业农村局聘用人员工作经费 43.80 43.80

任务 9 植保经费 4.90 4.90

任务 10 禁捕监管工作经费 2.80 2.80

任务 11 农机化工作经费 9.10 9.10

任务 12 农机监理业务工作经费 9.10 9.10

任务 13 2025 年农业农村局办公用房租赁费 150.00 150.00

任务 14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验收评审费 20.00 20.00

任务 15 2025 年农业农村业务管理工作经费 329.00 329.00

任务 16 农技推广经费 3.50 3.50

任务 17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费 14.00 14.00

任务 18 2025 年展会服务支出 100.00 100.00

任务 19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经费 2.10 2.10

任务 20 2025 年乡村振兴工作经费 55.30 55.30

任务 21 2025 年监督检查工作经费 24.50 24.50

任务 22
2025 年农业农村局非税收入弥补业务工作经

费(非税收入安排)
60.00 60.00

任务 23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培训经费 2.80 2.80

任务 24 农机推广工作经费 20.60 20.60

任务 25 2025 年江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60.00 60.00

任务 26 菜篮子工程建设经费 8.00 8.00

金额合计 957.70 957.70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目标 1：1.常态化暗访督导，持续问题整改；一线调研，为后期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建设提供意见建

议，更好推动我市乡村振兴工作稳步推进。2.有效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防止边缘户产生新的致贫，建

立健全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3.组织开展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干部示范培训班。

目标 2：对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重点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目标 3：为保障我局日常办公使用及业务工作需要，根据市行管局核定的我局办公用房面积，需租赁

华瑞大厦 4-8 层作为办公用房，租赁华瑞大厦东附楼 3-4 层作为农业实验用房。按照华瑞大厦出租价

格据实支付 2025 年办公用房及农业实验用房房租。

目标 4：评审 2025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目标 2：验收 2024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

工完成情况。

目标 5：保障市农业农村局聘用人员工资、社保等经费支出。

目标 6：保障原国有企业职工日常生活，支付年生活补助、社保及公积金费用。

目标 7：保障市农业农村局履行农业农村管理工作职责及日常业务活动开展。

目标 8：1、各类农展展馆和秸秆综合利用博览会展馆设计、搭建，以及相关的办公费、宣传费、差旅

费、会议费、培训费，2、展示我市农业发展新成效和名特优新农产品，3、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签订

更多招商引资项目目标，4、邀请更多大型采购商参会，推介我市特色名优农产品目标，5、为我市融

入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搭建平台，使我市名特优新农产品走出去。

目标 9：充分发挥江南大学的综合科研优势和宿州市的产业优势，为宿州市的区域创新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

目标 10：按时完成养殖及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检、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监督检查、养犬知识宣传。

目标 11：指导农民施用有机肥，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水平；取土层样品并分析化验 20 个以上；开展耕

地土壤墒情监测，发布墒情监测报告不少于 30 期，及时有效指导当地农业生产；化肥使用量下降，土

壤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目标 12：不断提高全市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常年保持

90％以上，平均抗体合格率达 70％以上，确保全市无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坚持绿色发展导向，

以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就近消纳、综合利用为主线，通过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动“两率”提升，

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规模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7％以上；

创建市级以上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0 家以上，确保完成全市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 24 万头以上，规

模猪场保有量 685 个以上的产能调控任务。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指标 1：乡村振兴工作督导调研 ≥12 次

指标 2：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干部示范培训班 ≥1期

指标 3：后评估工作及省暗访、市际交叉互查 ≥3次

指标 4：专项调研(中央省级、市本级) ≥3次

指标 5：年中督查 ≥1次

指标 6：常态化“四不两直”暗访 ≥12 次

指标 7：解决单位办公用房家数（家） 14 家

指标 8：租赁业务用房面积（㎡） 4266 平方米

指标 9：租赁办公用房面积（㎡）
6496.62 平

方米

指标 10：验收 2024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37.1 万亩

指标 11：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监督检查 2次



指标 12：养犬知识宣传 2次

指标 13：养殖及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检 2次

指标 14：取土层样品并分析化验 ＞20 个

指标 15：墒情监测与报告发送 ＞30 期

指标 16：规模猪场数量 ≥685 个

指标 17：能繁存栏 ≥24 万头

指标 18：农药减量试验示范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新技术

新产品试验
≥3个

指标 19：召开小麦玉米重大病虫发生趋势会商 ≥3次

指标 20：发布病虫情报期数 ≥10 期

指标 21：检测样品数 ≥160 个

指标 22：下乡暗访次数 ≥5次

指标 23：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亩数 ≥476 万亩

指标 24：培训人次 ≥350 人次

指标 25：土地延包面积 782 万亩

指标 26：检查种子良繁基地 ≥2.5 万亩

指标 27：安排指导玉米、大豆、小麦和辣椒新品种展示示范

试验
≥50 个

指标 28：田间种植鉴定样品 ≥100 个

指标 29：市场抽样检测样品 ≥20 个

指标 30：持续开展政策宣传 2次

指标 31：开展禁捕督查暗访 2次

指标 32：检查农机台数 ≥1000 台

指标 33：开展农机安全检验人员培训 ≥1次

指标 34：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5次

指标 35：开展农机事故应急演练 ≥1次

指标 36：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
≤0.94 百分

比

指标 37：玉米机收（穗收）平均损失率
≤2.59 百分

比

指标 38：农机补贴机具台数 ≥30000 台

指标 39：发放农机安全、全程机械化植保等资料 ≥2000 份

指标 40：督导、管理农田建设项目 74.7 万亩

指标 41：农民培训指导 ≥2次

指标 42：大排查大整治督导 ≥12 次

指标 43：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 ≥26 万亩

指标 44：开展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宣传 ≥3次

指标 45：农机补短板研发任务 ≥6项

指标 46：新技术新机具现场演示会 ≥3场

指标 47：“三夏”“三秋”期间机收减损技能大赛 ≥6场

指标 48：培训农机手
≥4.5 万人

次



指标 49：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建设 ≥2个

指标 50：农业部农情信息监测 12 个

指标 51：市级蔬菜水果标准园创建 4个

指标 52：指导标准园标准化栽培服务 10 次

指标 53：果蔬产量增长率 ≥2%

指标 54：评审 2025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37 万亩

指标 55：原国有企业职工生活费、社保公积金保障人数 ≥7人

指标 56：化肥施用定额制、农药使用量增长率（%）
省级化肥施

用定额标准

指标 57：完成 2024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验收及 2025 年高标准

农田项目评审
≥74.1 万亩

指标 58：年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强村比重 ≥25%

指标 59：承担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任务 ≥1项

指标 60：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40 家

指标 61：机关服务与管理相关水电、物业等经费支出

按照厉行节

约原则，据实

保障

指标 62：党员集中学习培训学时 32 学时

指标 63：全年粮食总产量
≥457.95 万

吨

指标 64：全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370 家

指标 65：参展产品品种 ≥500 次

指标 66：参展企业数量 ≥100 次

指标 67：参加农展和秸秆综合利用博览会次数 ≥3次

指标 68：走访调研宿州市企业 ≥20 家

指标 69：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 ≥5项

指标 70：完成产学研对接活动 ≥2次

指标 71：收集企业技术信息或项目 ≥20 项

……

质量

指标

指标 1：培训合格率 ≥90%

指标 2：解决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全面、及时解

决

指标 3：暗访督查、调研、走访等有效率 100%

指标 4：办公用房及农业实验用房利用率 100%

指标 5：办公环境和设施 明显改善

指标 6：资金使用管理规范性 规范

指标 7：聘用人员管理科学性

聘用人员由

单位统筹安

排，分配合

理、管理规范

指标 8：资金使用合规性

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确保

资金使用合



规合理

指标 9：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

指标 10：全市食用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 ≥98%

指标 11：参展产品合格率 100%

指标 12：资金使用管理违规违纪问题 无

指标 13：机关服务与管理经费保障能力 明显增强

指标 14：按照要求做好我市现代农业发展工作 2025 年底

指标 15：按时按质完成美好乡村建设任务 2025 年底

指标 16：按照要求做好我市现代农业发展工作 2025 年底

指标 17：资金使用管理违规违纪问题 无

指标 18：参展产品合格率 100%

指标 20：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法合规

指标 21：文明养犬意识提高
稳步提高稳

步提高

指标 22：养殖及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检合格率 100%

指标 23：全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升
稳步提升稳

步提升

指标 24：土壤墒情发布有效性

较好地指导

当地农业生

产

指标 25：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 ≥90%

指标 26：畜禽免疫抗体合格率 ≥70%

指标 27：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达标区域防治处置率 90%

指标 28：病虫情报准确率 ＞95%

指标 29：检测结果合格率 ≥98%

指标 30：项目资金使用率 100%

指标 31：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亩数率 ≥57%

指标 32：确权证书发放率 ≥99%

指标 33：二轮延包确权率 ≥95%

指标 34：项目资金使用率 100%

指标 35：种子抽检合格率 ≥90%

指标 36：新品种试验鉴定合格率 ≥90%

指标 37：禁捕督查暗访 按时完成

指标 38：群众政策知晓率 ≥85%

指标 39：隐患事故排查整改率 整改率 100%

指标 40：违法违规农机作业处置率 查处率 100%

指标 41：加强“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宣传教育

普及农机安

全监管法律

知识

指标 42：农机安全检验人员培训
培训合格率

100%



指标 43：全市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96 百分比

指标 44：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规范

指标 45：农机安全隐患事故排查整改率 100 百分比

指标 46：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

指标 47：培训合格率 ≥98%

指标 48：开展地膜试点任务培训工作
围绕相关文

件要求开展

指标 49：涉农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督导验收工作
按照相关文

件要求

指标 50：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规范

指标 51：玉米机收（穗收）平均损失率 ≤5%

指标 52：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 ≤2%

指标 53：对新增果蔬标准园建设的指导服务 及时

……

时效

指标

指标 1：培训宣传完成时间 12 月底前

指标 2：发现基层乡村振兴工作方面问题
及时解决问

题

指标 3：解决办公用房问题及时性 及时

指标 4：房租支付及时性 及时

指标 5：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5 年底

指标 6：聘用人员工资发放及时性

依规发放、按

时发放、足额

发放

指标 7：经费保障时效 2025 年

指标 8：年度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

度

指标 9：年度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

度

指标 10：项目周期 5年

指标 11：检疫出征及时率 及时

指标 12：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5 年底

指标 13：墒情监测、发布及时性
定时监测、发

布及时

指标 14：7月、11 月前完成两次畜禽免疫效果集中检测 7月、11 月前

指标 15：根据省农业厅文件要求及时注射疫苗 按时

指标 16：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5 年底

指标 17：重大病虫防控时效
不超过有效

防控时期

指标 18：样品检测及时率 ≥95%

指标 19：根据任务市级任务及时检测 按时

指标 20：项目完成及时性 年底

指标 21：基本完成二轮到期延包试点工作任务 2025 年底

指标 22：新品种试验推广 2025 年年底



前完成

指标 23：种子改良
2025 年年底

前完成

指标 24：禁捕信息报送 周报

指标 25：违法违规农机作业查处及隐患事故排查整改
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

指标 26：人员培训
达到序时进

度

指标 27：年付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

度达到序时

进度

指标 28：指标 1：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5 年底

指标 29：培训完成时间 年底

指标 30：涉农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2025 年底前

完成

指标 31：全市废旧农膜科学回收利用工作
2025 年底前

完成

指标 32：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
2025 年底前

完成

指标 33：年度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

度达到序时

进度

指标 34：全年任务完成时间 年底完成

指标 35：农情信息监测报送 及时报送

指标 36：果蔬统计面积及产量信息报送 及时报送

……

成本

指标

指标 1：工作经费及培训经费成本 ≤55.3 万元

指标 2：领导批示、重点工作落实督查督办 ≤10.5 万元

指标 3：常态化“四不两直”暗访经费 ≤14 万元

指标 4：成本支出控制 ≤150 万元

指标 5：项目评审验收相关必要支出 ≤20 万元

指标 6：预算执行情况 ≤43.8 万元

指标 7：项目执行成本 ≤60 万元

指标 8：成本支出控制 ≤329 万元

指标 9：成本支出控制 ≤100 万元

指标 10：项目执行成本 ≤60 万元

指标 11：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14 万

指标 12：工作开展所需各项支出 ≤2万元

指标 13：开展工作各项支出费用 ≤9.1 万元

指标 14：工作开展所需各项支出 ≤4.9 万元

指标 15：开展检测工作各项支出 ≤6.3 万元

指标 16：开展工作各项支出费用 ≤7万元

指标 17：指标 1：开展工作各项支出费用 ≤22 万元



指标 18：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2.8 万元

指标 19：工作任务开展所需经费 ≤2.8 万

指标 20：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9.1 万元

指标 21：成本控制 ≤9.1 万元

指标 22：指标 2：工作开展各项办公费、差旅费等支出 ≤14 万元

指标 23：指标 1：行政运行和后勤保障相关必要支出
厉行节约，据

实保障

指标 24：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2.8 万

指标 25：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2.1 万元

指标 26：成本控制 ≤20.6 万元

指标 27：工作开展所需各项支出 ≤8万元

……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 1：省级乡村振兴标准
达到省级标

准

指标 2：人均可支配收入 ≥1万元

指标 3：减少问题出现
问题整改完

成

指标 4：维护营商环境
保障双方合

法权益

指标 5：促进社会经济稳定 有效

指标 6：促进村级产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不断提高

指标 7：农业生态环境改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不断提高

指标 8：促进展会产品销售 不断提高

指标 9：促进食品深加工领域技术发展 不断提升

指标 10：促进双招双引工作发展

为宿州双招

双引工作提

供资源信息

指标 11：促进预制菜产业技术发展 不断提升

指标 12：全市生猪定点屠宰保持量 稳步提高

指标 13：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明显

指标 14：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效果显著

指标 15：降低畜禽发病风险，提高畜禽养殖水平 效果显著

指标 16：促进农民增收

有效保障粮

食作物品质

安全和产量

指标 17：提升蔬菜水果销售价值 效果良好

指标 18：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增加农民收入增长 不断提高

指标 19：合作社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效果明显

指标 20：2025 年度二轮到期延包试点工作得到完成，增加农

民收入
不断提高

指标 21：指标 2：家庭农场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不断提高

指标 22：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不断提高

指标 23：非法捕案件逐年减少 逐年减少



指标 24：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或提升程度 有所提高

指标 25：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拉动地方农机销售 ≥9亿元

指标 26：经济效益指标
该指标不适

用

指标 27：农民增收产业不断提升 持续提升

指标 28：节约农膜回收人力成本
节约成本明

显

指标 29：新技术、新机具推广使农民增收 ≥4亿元

指标 30：果蔬总产值 不断提高

指标 31：因灾害造成的产量损失 逐年下降

……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 1：对培训人员综合素质的改善或提升程度 逐步提高

指标 2：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实际困难
解决实际困

难、问题整改

指标 3：办公用房使用合规性

严格执行办

公用房使用

相关规定

指标 4：工程建设质量 逐年增加

指标 5：促进就业 持续提升

指标 6：保障原国有企业职工日常生活 明显提升

指标 7：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不断提升

指标 8：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不断提升

指标 9：带动农民就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不断增强

指标 10：提升农业宣传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发展 不断提升

指标 11：促进产学研项目发展

促进江南大

学与宿州各

类企业、农产

品基地、科技

园区等建立

长期的科技

合作关系

指标 12：违规添加“瘦肉精”等物质行为 逐步减少

指标 13：农民科学施肥水平、土壤肥力等 不断提高

指标 14：有效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病以及人畜共患病，保

障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
效果显著

指标 15：改善畜禽养殖环境，实现粪便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循

环利用，缓减社会矛盾
效果显著

指标 16：推动绿色防控技术以及新型高效植保机械在我市的

推广应用

主要农作物

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覆

盖率达到

58%以上，专

业化统防统



治覆盖率达

到 49%以上。

指标 17：蔬菜水果品质提升率 ≥95%

指标 18：蔬菜水果农药残留超标 ≤2%

指标 19：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土地有序流转，农村集体经

济收入增长
效果明显

指标 20：巩固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有效维护农民群众农村土地承包合法权
效果显著

指标 21：提升种子质量 明显

指标 22：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意识 逐步增强

指标 23：对引导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显著向好

指标 24：提高农机手安全生产意识 不断提高

指标 25：保障履行农机管理职责及业务活动开展水平
持续保障持

续保障

指标 26：指标 1：工程建设质量 逐步提高

指标 27：全面提升农民科技文化水平 持续提升

指标 28：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
改善程度明

显

指标 29：保障履行农机管理职责及业务活动开展水平
持续保障持

续保障

指标 30：促进标准化栽培技术 不断提高

……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 1：居住地内外人民环境改善 明显改善

指标 2：人居环境改善 明显改善

指标 3：项目区绿化 逐年增加

指标 4：良种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

指标 5：农业标准化水平和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不断提高

指标 6：提高农业生态化意识 不断提高

指标 7：屠宰环节病死猪（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 全部处理

指标 8：保护和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良性发展

指标 9：减少动物疫病传播及环境污染，提高公共卫生安全，

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
效果显著

指标 10：推动畜禽生态健康养殖方式，解决粪便利用不当对

农业生态环境的危害。
效果显著

指标 11：农药利用率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提高改善

指标 12：农药使用量及科学施用频次 效果良好

指标 13：环境友好型农药使用提升 效果良好

指标 14：指导合作社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 效果明显

指标 15：有效保护提升农村耕地地力，确保农地农用 效果显著

指标 16：种子新品种试验推广 选育节水节



肥优良品种

指标 17：保护区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恢复 逐步恢复

指标 18：对加强资源保护、减少污染排放或环境破坏的改善 有所改善

指标 19：农业标准化水平和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明显提升明

显提升

指标 20：指标 1：良种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

指标 21：指标 2：项目区绿化 逐年增加

指标 22：农民生态环保意识提高 提高

指标 23：田间地头农膜丢弃明显减少
影响程度明

显

指标 24：农业标准化水平和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明显提升明

显提升

指标 25：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 零增长

……

可持

续影

响

指标

指标 1：培训工作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长期人才储备
培训保质保

量完成

指标 2：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收入持续增长
脱贫稳定，收

入增长

指标 3：督查问题整改
完成问题整

改

指标 4：服务企业群众办事和“双招双引”工作 有效促进

指标 5：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改善农田基

础设施条件，

促进农民增

收。

指标 6：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田综

合生产能力，

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促进

农田增产。

指标 7：促进单位人才建设 持续提升

指标 8：维护社会稳定 明显提升

指标 9：农业生态环境 得到改进

指标 10：提高展会产品知名度 不断提高

指标 11：宿州产业优势和区域创新优势 不断提升

指标 12：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持续影响

指标 13：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促进种植业

绿色高质量

发展

指标 14：降低畜禽发病风险，提高养殖畜禽健康状态。 效果显著



指标 15：农业植物疫情监测阻截防控能力 不断提升

指标 16：重大病虫疫情灾情发现能力和绿色防控水平 不断增强

指标 17：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长期

指标 18：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持续增加
效果显著

指标 19：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促进农业规模经

营，
效果显著

指标 20：对种业发展的持续影响程度 明显

指标 21：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长期

指标 22：对单位履职、促进事业发展的持续影响程度 积极促进

指标 23：农业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得

到改善

指标 24：指标 1：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田综

合生产能力，

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促进

农田增产。

指标 25：指标 2：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改善农田基

础设施条件，

促进农民增

收。

指标 26：促进农民增收产业提升 持续提升

指标 27：改善养殖场（户）直排现象

改善养殖场

（户）直排现

象

指标 28：农业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得

到改善

指标 29：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长期

指标 30：对本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积极有益

……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指标 1：参与培训人员满意度 ≥90%

指标 2：群众满意度 ≥90%

指标 3：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指标 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5%

指标 5：聘用人员满意度 ≥95%

指标 6：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指标 7：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指标 8：参展企业满意度 100%

指标 9：参观群众满意度 100%

指标 10：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指标 11：养犬市民、屠宰养殖场满意度 ≥90%

指标 12：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指标 13：县区业务相关部门满意度 ≥95%



指标 14：畜禽养殖场户满意度 ≥90%

指标 15：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指标 16：下达任务单位满意度 ≥97%

指标 17：送检客户满意度 ≥97%

指标 18：合作社社员满意度 ≥92%

指标 19：农民群众满意度 ≥96%

指标 20：指标 1：：农民群众满意度 ≥95%

指标 21：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指标 22：养殖户满意度 ≥90%

指标 23：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指标 24：服务对象满意度 ≥98 百分比

指标 25：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0%

指标 26：培训农户满意度 ≥90%

指标 27：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指标 28：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指标 29：种植户满意度 ≥85%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动物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经费(含畜禽屠宰监管经费及犬只防疫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动物卫

生监督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00

其中：财政拨款 14.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按时完成养殖及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检、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监督检查、养犬知识宣传。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畜禽屠宰企业监督检查 2 次

养犬知识宣传 2 次

养殖及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检 2 次



质量指标

文明养犬意识提高 稳步提高稳步提高

养殖及屠宰环节“瘦肉精”抽检合格

率
100%

全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升 稳步提升稳步提升

时效指标 检疫出征及时率 及时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14 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全市生猪定点屠宰保持量 稳步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违规添加“瘦肉精”等物质行为 逐步减少

生态效益指标
屠宰环节病死猪（病害产品）无害化

处理
全部处理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养犬市民、屠宰养殖场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

位

宿州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中心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30

其中：财政拨款 6.3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目标 1：不断提高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频次和质量，对县区农检中心进行检测技能培训目标

2：对宿州市蔬菜水果生产基地进行两次例行检测，两次监督抽检，一次飞行检查。

绩

效

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测样品数 ≥160 个



标

质量指标
检测结果合格率 ≥98%

项目资金使用率 100%

时效指标
样品检测及时率 ≥95%

根据任务市级任务及时检测 按时

成本指标 开展检测工作各项支出 ≤6.3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蔬菜水果销售价值 效果良好

社会效益指标
蔬菜水果品质提升率 ≥95%

蔬菜水果农药残留超标 ≤2%

生态效益指标
农药使用量及科学施用频次 效果良好

环境友好型农药使用提升 效果良好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下达任务单位满意度 ≥97%

送检客户满意度 ≥97%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二轮土地延包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村合作

经济经营管理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00

其中：财政拨款 15.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省里要求：“全省 75 个省级试点乡镇力争今年年底前实现大头落地；明年到期的县区在 2025 年 2 月底前

全面完成调查摸底，4 月底前全面完成延包方案制定，9 月底前整体完成合同网签”。据统计，我市近 85％

的农户是 2025 年到期，分别是泗县、萧县、灵璧县和埇桥区等四个县区（共有 93 个乡镇，涉及 1067 个村、

18525 个村民小组、102.47 万户、面积为 782.37 万亩），延包试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绩

效

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次 ≥350 人次



标 指标 2：土地延包面积 782 万亩

质量指标

指标 2：二轮延包确权率 ≥95%

指标 1：项目资金使用率 100%

时效指标 基本完成二轮到期延包试点工作任务 2025 年底

成本指标 指标 1：开展工作各项支出费用 ≤22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2025 年度二轮到期延包试点工作得到

完成，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提高

指标 2：家庭农场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不断提高

社会效益指

标

巩固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维护农村

社会和谐稳定，有效维护农民群众农村

土地承包合法权

效果显著

生态效益指

标

有效保护提升农村耕地地力，确保农地

农用
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促进

农业规模经营，
效果显著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农民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种子改良与新品种试验推广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种子管理

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80

其中：财政拨款 2.8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市场抽样检测样品数不少于 20 个，田间种植鉴定样品数不少于 100 个，检查种子良繁基地面积不

少于 2.5 万亩。 目标 2：安排指导玉米、大豆、小麦和辣椒新品种展示示范试验不少于 50 个样品。

绩

效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查种子良繁基地 ≥2.5 万亩

安排指导玉米、大豆、小麦

和辣椒新品种展示示范试验
≥50 个

田间种植鉴定样品 ≥100 个

市场抽样检测样品 ≥20 个

质量指标
种子抽检合格率 ≥90%

新品种试验鉴定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新品种试验推广 2025 年年底前完成

种子改良 2025 年年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2.8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不断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种子质量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种子新品种试验推广 选育节水节肥优良品种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种业发展的持续影响程度 明显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村合作

经济经营管理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00

其中：财政拨款 7.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加大农村土地承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民增收、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民负担

监管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快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增加农民收入 目标 2：强化监管，农民

负担实现零事故，全市无出现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没有因农民负担引发上访事件。 目标 3：全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示范带动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下乡暗访次数 ≥5次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亩数 ≥476 万亩

质量指标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亩数率 ≥57%

确权证书发放率 ≥99%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年底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各项支出费用 ≤7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增加农民收入

增长
不断提高

合作社带动农民收入增长 效果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土地有序流

转，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
效果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指导合作社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集体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效果显著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合作社社员满意度 ≥92%

农民群众满意度 ≥96%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土壤改良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土壤肥料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指导农民施用有机肥，提高农民科学施肥水平；取土层样品并分析化验 20 个以上；开展耕地土壤墒情监

测，发布墒情监测报告不少于 30 期，及时有效指导当地农业生产；化肥使用量下降，土壤生态环境良性

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取土层样品并分析化验 ＞20 个

墒情监测与报告发送 ＞30 期

质量指标 土壤墒情发布有效性 较好地指导当地农业生产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5 年底

墒情监测、发布及时性 定时监测、发布及时

成本指标 工作开展所需各项支出 ≤2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实现农业提质增效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农民科学施肥水平、土壤肥力等 不断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保护和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良性发展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种

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满

意

度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动物防疫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

位

宿州市动物疫病

预防与控制中心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10

其中：财政拨款 9.1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不断提高全市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常

年保持 90％以上，平均抗体合格率达 70％以上，确保全市无区域性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目标 2：

坚持绿色发展导向，以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就近消纳、综合利用为主线，通过不断完善工作

机制，推动“两率”提升，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规模养殖场（小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7％以上； 目标 3：创建市级以上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0 家以上，

确保完成全市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 24 万头以上，规模猪场保有量 685 个以上的产能调控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规模猪场数量 ≥685 个

能繁存栏 ≥24 万头

质量指标
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 ≥90%

畜禽免疫抗体合格率 ≥70%

时效指标

7 月、11 月前完成两次畜禽免疫效

果集中检测
7 月、11 月前

根据省农业厅文件要求及时注射疫

苗
按时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各项支出费用 ≤9.1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效果显著

降低畜禽发病风险，提高畜禽养殖

水平
效果显著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病以及

人畜共患病，保障动物和动物产品

的质量安全。

效果显著

改善畜禽养殖环境，实现粪便无害

化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缓减社会

矛盾

效果显著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动物疫病传播及环境污染，提

高公共卫生安全，促进畜牧业健康

发展。

效果显著

推动畜禽生态健康养殖方式，解决

粪便利用不当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危

害。

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降低畜禽发病风险，提高养殖畜禽

健康状态。
效果显著

满 满意度指标 县区业务相关部门满意度 ≥95%



意

度

指

标

畜禽养殖场户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农业农村局聘用人员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农

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3.80

其中：财政拨款 43.8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保障市农业农村局聘用人员工资、社保等经费支出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聘用人员数 9人

质量指标

指标 2：聘用人员管理科学性
聘用人员由单位统筹安排，

分配合理、管理规范

指标 1：资金使用合规性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确保资

金使用合规合理

时效指标 指标 1：聘用人员工资发放及时性
依规发放、按时发放、足额

发放

成本指标 指标 1：预算执行情况 ≤43.8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促进就业 持续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指标 1：促进单位人才建设 持续提升



标

满

意

度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聘用人员满意度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植保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植检植保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90

其中：财政拨款 4.9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强化病虫草情监测预警，实时掌握病虫害发生动态，及时会商研判病虫草鼠情，发布病虫情报，

指导农户科学防治，严防重大病虫害暴发成灾，最大限度降低危害损失。做好新农药、新药械、新技术试

验示范，筛选推广一批用量少、防效好的高效低风险农药。指导农民精准选药，提高农药使用效率，降低

化学农药使用量。目标 2：提高全市病虫草防治的组织化程度，推广大中型施药机械，推进施药器械替代

升级，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9％以上，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58％

以上。目标 3：做好小麦全蚀病和瓜类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监测和防控工作；加强农业有害生物疫情普查

和重大疫情的专项调查工作，提升我市农业植物疫情监测阻截防控能力，确保我市农业生产的安全。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农药减量试验示范及农作物病虫害绿

色防控新技术新产品试验
≥3个

召开小麦玉米重大病虫发生趋势会商 ≥3次

发布病虫情报期数 ≥10 期

质量指标

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达标区域防治

处置率
90%

病虫情报准确率 ＞95%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025 年底

重大病虫防控时效 不超过有效防控时期

成本指标 工作开展所需各项支出 ≤4.9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农民增收
有效保障粮食作物品质安全和产

量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绿色防控技术以及新型高效植保

机械在我市的推广应用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覆盖率达到 58%以上，专业化统

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9%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
农药利用率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显著

改善
提高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农业植物疫情监测阻截防控能力 不断提升

重大病虫疫情灾情发现能力和绿色防

控水平
不断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禁捕监管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水产

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80

其中：财政拨款 2.8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持续做好保护区清船、清网和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工作；督促抓好保护区渔政执法监管和多部门

协同联动执法工作，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强化人防技防手段。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持续开展政策宣传 2次

开展禁捕督查暗访 2次

质量指标

禁捕督查暗访 按时完成

群众政策知晓率 ≥85%

时效指标 禁捕信息报送 周报

成本指标 工作任务开展所需经费 ≤2.8 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非法捕案件逐年减少 逐年减少

社会效益指标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意识 逐步增强

生态效益指标 保护区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恢复 逐步恢复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养殖户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机化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机械

化管理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10

其中：财政拨款 9.1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精心组织“三夏”、“三秋”农机化生产，投入各类农业机械及配套机具，组织落实抢收、抢种服务队，

巡回检修，保证作业机械状态完好；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落实补贴政策；高标准建设

示范片和秸秆机械化还田，加强农机合作组织和农机手的宣传培训，强化农机安全生产。

绩

效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 ≤0.94 百分比

玉米机收（穗收）平均损失率 ≤2.59 百分比

农机补贴机具台数 ≥30000 台

发放农机安全、全程机械化植

保等资料
≥2000 份

质量指标

全市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96 百分比

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规范

农机安全隐患事故排查整改率 100 百分比

时效指标 年付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度达到序时进度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9.1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拉动地方农

机销售
≥9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履行农机管理职责及业务

活动开展水平
持续保障持续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农业标准化水平和绿色安全优

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明显提升明显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业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得到改善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8 百分比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机监理业务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机

安全监理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10

其中：财政拨款 9.1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通过农机安全监理项目的实施，不断加强农机源头管理，减少和消除农机安全隐患，扩大农机安全宣

传教育范围，“平安农机”创建氛围更加浓厚，预防和遏制重特大农机事故的发生，促进全市农机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查农机台数 ≥1000 台

开展农机安全检验人员培训 ≥1次

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5次

开展农机事故应急演练 ≥1次

质量指标

隐患事故排查整改率 整改率 100%

违法违规农机作业处置率 查处率 100%

加强“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宣传教育 普及农机安全监管法律知识

农机安全检验人员培训 培训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违法违规农机作业查处及隐患事故

排查整改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人员培训 达到序时进度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9.1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或提升程度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对引导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 显著向好

提高农机手安全生产意识 不断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对加强资源保护、减少污染排放或环

境破坏的改善
有所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单位履职、促进事业发展的持续影

响程度
积极促进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农业农村局办公用房租赁费

主管部门及代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农村



码 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0.00

其中：财政拨款 15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为保障我局日常办公使用及业务工作需要，根据市行管局核定的我局办公用房面积，需租赁华瑞大厦 4-8

层作为办公用房，租赁华瑞大厦东附楼 3-4 层作为农业实验用房。按照华瑞大厦出租价格据实支付 2025

年办公用房及农业实验用房房租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3：解决单位办公用房家数

（家）
14 家

指标 2：租赁业务用房面积（㎡） 4266 平方米

指标 1：租赁办公用房面积（㎡） 6496.62 平方米

质量指标

指标 2：办公用房及农业实验用房

利用率
100%

指标 1：办公环境和设施 明显改善

时效指标
指标 2：解决办公用房问题及时性 及时

指标 1：房租支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指标 1：成本支出控制 ≤15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维护营商环境 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办公用房使用合规性 严格执行办公用房使用相关规定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 1：服务企业群众办事和“双

招双引”工作
有效促进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验收评审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评审 2025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目标 2：验收 2024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竣工完成情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验收 2024 年度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37.1 万亩

评审 2025 年度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37 万亩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管理规范性 规范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5 年底

成本指标
项目评审验收相关必要支

出
≤2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工程建设质量 逐年增加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区绿化 逐年增加

良种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农民

增收。

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促进农田增产。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农业农村业务管理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农

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29.00

其中：财政拨款 329.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保障市农业农村局履行农业农村管理工作职责及日常业务活动开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7：化肥施用定额制、农药使用量增长率

（%）
省级化肥施用定额标准

指标 9：完成 2024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验收及

2025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评审
≥74.1 万亩

指标 8：年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

强村比重
≥25%

指标 6：承担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任务 ≥1项

指标 4：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40 家

指标 1：机关服务与管理相关水电、物业等经

费支出
按照厉行节约原则，据实保障

指标 2：党员集中学习培训学时 32 学时

指标 3：全年粮食总产量 ≥457.95 万吨

指标 5：全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370 家

质量指标

指标 5：全市食用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 ≥98%

指标 6：参展产品合格率 100%

指标 1：资金使用管理违规违纪问题 无

指标 2：机关服务与管理经费保障能力 明显增强

指标 4：按照要求做好我市现代农业发展工作 2025 年底

指标 3：按时按质完成美好乡村建设任务 2025 年底

时效指标 指标 1：年度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度

成本指标 指标 1：成本支出控制 ≤329 万元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 2：促进村级产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不断提高

指标 1：农业生态环境改善，促进农民收入增

长
不断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2：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农业产

业发展
不断提升

指标 3：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不断提升

指标 1：带动农民就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不断增强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 1：农业标准化水平和绿色安全优质农产

品供给能力
不断提高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农业生态环境 得到改进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技推广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植检植保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0

其中：财政拨款 3.5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围绕“千亿斤江淮粮仓建设”，开展高产创建示范田、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一是开展粮食生产能

力、节肥节水、防灾减灾、农作物病虫情监测等方面的技术培训提升农技人员服务能力；二是开展

试验示范和技术攻关，挖掘我市粮食生产潜能，增强产能提升；三是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生

产，确保粮食生产技术落地生根。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农作物高产创建及病虫害绿

色防控示范田建设
2 个

举办农技能力提升培训 ≥2期

质量指标 示范区技术覆盖率 ≥95%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间 2025 年底

农技指导服务及时性
在农作物生产关键环节及时开

展生产技术指导服务

成本指标 工作开展所需各项支出 ≤3.5 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技人员服务能力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绿色生态技术水平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 农技推广提供技术支撑的作 持续提供



标 用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

综合开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00

其中：财政拨款 14.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督导管理 2025 年全市农田建设项目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督导、管理农田建设

项目
74.7 万亩

质量指标 指标 1：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

时效指标 指标 1：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5 年底

成本指标

指标2：工作开展各项办公费、

差旅费等支出
≤14 万元

指标 1：行政运行和后勤保障

相关必要支出
厉行节约，据实保障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该指标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工程建设质量 逐步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良种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

指标 2：项目区绿化 逐年增加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 1：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促进农田增产。

指标 2：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促进

农民增收。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展会服务支出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各类农展展馆和秸秆综合利用博览会展馆设计、搭建，以及相关的办公费、宣传费、差旅费、会议费、培

训费目标 2：展示我市农业发展新成效和名特优新农产品目标 3：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签订更多招商引资项目目标

4：邀请更多大型采购商参会，推介我市特色名优农产品目标 5：为我市融入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搭建平台，使我

市名特优新农产品走出去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2：参展产品品种 ≥500 次

指标 1：参展企业数量 ≥100 次

指标 1：参加农展和秸秆综合利用

博览会次数
≥3次

质量指标

指标 2：按照要求做好我市现代农

业发展工作
2025 年底

指标 1：资金使用管理违规违纪问

题
无

指标 3：参展产品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 1：年度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度

成本指标 指标 1：成本支出控制 ≤10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促进展会产品销售 不断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提升农业宣传水平、促进

农业产业发展
不断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提高农业生态化意识 不断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提高展会产品知名度 不断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参展企业满意度 100%

指标 2：参观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生态

环境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0

其中：财政拨款 2.1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开展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全市废旧农膜科学回收利用工作；涉农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大排查大整治督导 ≥12 次

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 ≥26 万亩

开展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农业外

来入侵物种防控宣传
≥3次

质量指标

开展地膜试点任务培训工作 围绕相关文件要求开展

涉农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督导验

收工作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时效指标
涉农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

大整治专项行动
2025 年底前完成



全市废旧农膜科学回收利用工

作
2025 年底前完成

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农业外来入

侵物种防控工作
2025 年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2.1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节约农膜回收人力成本 节约成本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 改善程度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田间地头农膜丢弃明显减少 影响程度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改善养殖场（户）直排现象 改善养殖场（户）直排现象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乡村振兴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

农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5.30

其中：财政拨款 55.3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1.常态化暗访督导，持续问题整改；一线调研，为后期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建设提供意见建议，更好推动我市

乡村振兴工作稳步推进。2.有效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防止边缘户产生新的致贫，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3.组织开展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干部示范培训班。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2：乡村振兴工作督导调研 ≥12 次

指标 1：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干部示范培

训班
≥1期

质量指标
指标 1：培训合格率 ≥90%

指标 2：解决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全面、及时解决



时效指标 指标 1：培训宣传完成时间 12 月底前

成本指标 指标 1：工作经费及培训经费成本 ≤55.3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指标 1：省级乡村振兴标准 达到省级标准

社会效益指

标

指标 1：对培训人员综合素质的改善或

提升程度
逐步提高

生态效益指

标
指标 1：居住地内外人民环境改善 明显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 1：培训工作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

长期人才储备
培训保质保量完成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参与培训人员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监督检查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

农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4.50

其中：财政拨款 24.5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对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重点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4：后评估工作及省暗访、市际交叉

互查
≥3次

指标 3：专项调研(中央省级、市本级) ≥3次

指标 2：年中督查 ≥1次

指标 1：常态化“四不两直”暗访 ≥12 次

质量指标 指标 1：暗访督查、调研、走访等有效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 1：发现基层乡村振兴工作方面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

成本指标

指标 2：领导批示、重点工作落实督查督

办
≤10.5 万元

指标 1：常态化“四不两直”暗访经费 ≤14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人均可支配收入 ≥1万元

指标 2：减少问题出现 问题整改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实际困难 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整改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人居环境改善 明显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 2：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收入持续增

长
脱贫稳定，收入增长

指标 1：督查问题整改 完成问题整改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江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农村

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00

其中：财政拨款 6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充分发挥江南大学的综合科研优势和宿州市的产业优势，为宿州市的区域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

支持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走访调研宿州市企业 ≥20 家

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 ≥5项

完成产学研对接活动 ≥2次

收集企业技术信息或项目 ≥20 项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法合规

时效指标 项目周期 5 年

成本指标 项目执行成本 ≤6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促进食品深加工领域技术发展 不断提升

促进双招双引工作发展
为宿州双招双引工作提供资源

信息

促进预制菜产业技术发展 不断提升

社会效益指

标
促进产学研项目发展

促进江南大学与宿州各类企业、

农产品基地、科技园区等建立长

期的科技合作关系

生态效益指

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宿州产业优势和区域创新优势 不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培训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80

其中：财政拨款 2.8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做好省农业农村厅下达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任务的督导与管理；完成全市农业科技人员知识更新远程培

训任务。为乡村振兴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培育实用型人才。

绩

效

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民培训指导 ≥2 次



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98%

时效指标 培训完成时间 年底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2.8 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民增收产业不断提升 持续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升农民科技文化

水平
持续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农民生态环保意识提高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促进农民增收产业提升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培训农户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机推广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机技术

推广（培训）站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60

其中：财政拨款 20.6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

目标

紧紧围绕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以机械强农和机收减损为目标，结合本地实际，深入开展农机农艺融合新技术、

新机具的推广应用。1、适时组织新机具新技术现场演示展示会、机收减损大比武等活动。2、围绕机收减损开展

好宣传、培训工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3、继续指导县区建设好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等机械强农任务。4、继

续做好农机装备补短板基础性工作，梳理完善短板机具目录，编制项目化实施方案并落实落细。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机补短板研发任务 ≥6项

新技术新机具现场演示会 ≥3场

“三夏”“三秋”期间机收减损技能大赛 ≥6场

培训农机手 ≥4.5 万人次



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基地建设 ≥2个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规范

玉米机收（穗收）平均损失率 ≤5%

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 ≤2%

时效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进度 达到序时进度达到序时进度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20.6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新技术、新机具推广使农民增收 ≥4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履行农机管理职责及业务活动开展水

平
持续保障持续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农业标准化水平和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供

给能力
明显提升明显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业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得到改善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2025 年农业农村局非税收入弥补业务工作经费(非税收入安排)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农

业农村局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00

其中：财政拨款 60.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保障原国有企业职工日常生活，支付年生活补助、社保及公积金费用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原国有企业职工生活费、

社保公积金保障人数
≥7人



质量指标 指标 1：资金使用管理 规范

时效指标 指标 1：经费保障时效 2025 年

成本指标 指标 1：项目执行成本 ≤6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促进社会经济稳定 有效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保障原国有企业职工日

常生活
明显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 1：维护社会稳定 明显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菜篮子工程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01]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宿州市特色农业管

理办公室（宿州市

菜蓝子工程办公

室）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0

其中：财政拨款 8.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年

度

目

标

目标 1：蔬菜水果产量逐年增加。目标 2：全市三级果蔬标准园创建不少于 4个。目标 3：扩大无公害果蔬标准化生

产基地建设规模。 目标 4：农业部农情信息监测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业部农情信息监测 12 个

市级蔬菜水果标准园创建 4 个



指导标准园标准化栽培服务 10 次

果蔬产量增长率 ≥2%

质量指标 对新增果蔬标准园建设的指导服务 及时

时效指标

全年任务完成时间 年底完成

农情信息监测报送 及时报送

果蔬统计面积及产量信息报送 及时报送

成本指标 工作开展所需各项支出 ≤8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果蔬总产值 不断提高

因灾害造成的产量损失 逐年下降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标准化栽培技术 不断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 零增长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长期

对本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积极有益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种植户满意度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