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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能。

受市农业农村局委托，编制全市蚕桑产业发展规划并组

织实施。承担全市蚕桑产业发展的生产指导工作。承担全市

蚕桑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工作。承担全市蚕桑病虫害防

治技术指导和蚕种质量检验工作。承担全市桑树、家蚕新品

种的引进、选育和推广。承担全市蚕桑副产品的研究、开发、

利用和推广。

（二）内设机构。

我站属安康市农业农村局下属正县级财政全额拔款事业

单位，领导岗位一正两副，核定编制 36 人。内部科室设有

综合科、蚕桑研究所、蚕桑技术推广站、蚕种质量检验站、

副产品开发研究所 5 个科室。

二、单位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年度本单位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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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36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36 人；实有人员 31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

业 3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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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度单位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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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支出总计均为 889.61 万元，与上年（749.8

万元）相比收、支总计增加 139.81 万元，增长 15%。主要是

省级农业专项收支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合计 833.4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55.47 万元，占 79%；其他收入 178 万元，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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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支出合计 754.3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58.42

万元，占 61%；项目支出 295.91 万元，占 39%。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计均为 706.61 万元，与

上年（617.10）万元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89.51 万元，增

长 14%。主要原因是省级农业专项收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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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520.18 万元，调整预算数

655.47 万元，支出决算 651.8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占

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565.97 万元）相比，财政

拨款支出增加 85.91 万元，增长 15%，主要原因是省级农业

专项收支增加。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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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预算为 0 万元，调整预算数为 30 万元，支出决算为 5.6 万

元 ，完成预算的 19%，决算数小于预算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新型经营主体现代蚕桑培训项目，疫情影响西安封城，培

训单位无法开发票及相关手续，造成资金滞留。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预算 2.04 万元，支出决算 2.0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预算 39.87

万元，支出决算 39.8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

算数持平。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预算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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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预算数 12.08 万元，支出决算 12.0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预算 0 万元，调整预算数 11.85 万元，支出决算 11.8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预算 16.74 万元，

支出决算 16.7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

持平。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

医疗补助（项）。预算 4.74 万元，支出决算 4.7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8.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

预算 338.34 万元，调整预算数为 342.65 万元，支出决算

342.6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9.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

务（项）。预算 75 万元，支出决算 68.06 万元，完成预算

的 9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蚕桑产业发展专项

科技转化项目还在实施中。

10.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产发展（项）。

预算 15 万元，调整预算 8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37.06 万元，

支出决算 111.51 万元，完成预算的 84%。决算数小于预算的

主要原因是项目还在实施中，下一预算年度根据项目实施进

度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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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

出（项）。预算 0 万元，调整预算数 8.29 万元，支出决算

8.2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该项支出为上年结转资金列支的支出。 。

12.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预算 28.45 万元，支出决算 28.45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458.42 万元，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419.0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161.75

万元、奖金 32.26 万元、绩效工资 60.86 万元、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3.21 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16.68 万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9.55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8.64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9.36 万元、住房公积金缴费

46.09 万元、抚恤金 16.16 万元、生活补助 4.44 万元。

（二）公用经费 39.41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7.04

万元、印刷费 0.02 万元、水费 0.5 万元、电费 0.7 万元、

邮电费 2.17 万元、差旅费 1.86 万元、维修（护）费 0.17

万元、培训费 3.68 万元、公务接待费 1.16 万元、专用材料

费 0.08 万元、劳务费 4.43 万元、委托业务费 2 万元、工会

经费 4.98 万元、福利费 0.52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5 万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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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1.2万

元，支出决算 1.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决算数小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真贯彻“过紧日子”思想，继续强化“三公”

经费管理。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境）预算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公务用车 0 辆，预算 0 万

元，支出决算 0 万元。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预算 0 万

元，支出决算 0 万元。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公务接待预算 1.2 万元，支出

决算 1.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7%，决算数较预算数减少 0.04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过紧日子”思想，继续强化“三

公”经费管理，年度预算执行中严格控制相关支出。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1.16 万元。主要是本单位与国内相

关单位交流工作、接受有关部门工作检查指导蚕桑产业发展

发生的接待支出。共接待国内来访团组 15 个，来宾 145 人

次。国外公务接待支出为 0 万元，本年度无国外公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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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培训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14.5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预算数增加 14.53

万元，主要原因是年初未做培训专项资金未做预算明细。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会议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14.48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类支出 14.4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0 万元、政

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4.48 万

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

金额 14.48 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 100%；货物采

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的 100%；工程采购授予

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出的 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

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的 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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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

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2021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

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本单位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建立了绩效管

制度体系，严格执行安康市农业农村局印发的《安康市农业

财政专项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我单位认真贯彻中省市预算

绩效管理的政策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完善了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

项目安排的合理性，提高了预算的规范性，减少了资金支出

的随意性，促进了资源整合，优化了支出结构，资金使用效

益不断提高。明确了绩效管理职能，职能科室牵头，各业务

科室协同配合，全面履行职责，积极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绩效

管理工作。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1 年度单位

预算项目支出进行全面自评，涵盖项目 2 个，涉及预算资金

200 万元，占单位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组织开展 2021 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

价情况来看，2021 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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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市蚕桑中心以现代蚕桑建设年活动为抓手，认真贯彻

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安康蚕桑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文件精神，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扶持、企业为主、主体带

动、科技创新、多元发展”的总体思路，优化产业布局、加

快技术进步、创新经营体制、强化产业基础、壮大产业规模、

挖掘“金蚕”文化、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

（二）单位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在单位决算中反映蚕桑技术创新与推广项目等 2

个一级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1.蚕桑技术创新与推广项目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95 万元，执行数 74.45 万元，完成预算的 78%。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引进推广新品种共约 10万株，超额完成新建 或

低产改造桑园 1000 亩的目标任务；在示范点开展人工饲 料

小蚕共育技术示范推广 1100 张，选育了 3 个适用性品种；

制定了 1 项人工饲料小蚕共育技术规程，通过项目实施，将

标准化等绿色高效蚕桑生产新技术贯穿落实到蚕桑生产中，

实现蚕桑产业转型升级。发现的问题及原因：项目资金执行

率低，主要是项目还在实施中。下一步工作措施：将根据项

目实施进度加快资金支付。

2.蚕桑产业发展专项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105 万

元，执行 73.66 万元，完成预算的 70%。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

情况：集中培训养蚕大户和专业技术人员 900 余人，经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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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培训、现场教学、相互讨论、线上培训、课后辅导等方 式

培训，全体学员均按规定课时完成了培训内容，使经营主 体

带头人掌握了的理论知识，提升了操作技能，开阔了经营 眼

界，增强了产业信心，明确了发展方向。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项目资金执行率低，主要是疫情影 响西安封城，培训单位

无法开发票及相关手续，造成资金滞留。下一步工作措施：

加强和培训单位的沟通，按照相关流程加快资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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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蚕桑技术创新与推广项目

市级主管部门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蚕桑产业发展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95.00 74.45 0.78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15.00 15.00 1.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在我市开展绿色高效现代蚕桑生产试验示范、实用技术推广、
品牌创建、蚕桑副产品研究、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实现蚕桑产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2、开展家蚕人工饲料小蚕共育技术研究
与示范推广，开展饲料配方筛选，筛选适用性蚕品种，总结制定
人工饲料小蚕共育技术规程。

1、推广华康系列蚕种 1万张，栽植强桑 5号桑苗 5.2 万株，引进推
广新品种共约 10万株；研发了雄蛾酒等蚕桑副产品，及时发现并解
决了 80%以上的桑树病虫害，实现了蚕桑产业稳定高质量发展。2、

2.在示范点开展人工饲料小蚕共育技术示范推广 1100 张，选育了 3

个适用性品种；制定了 1项人工饲料小蚕共育技术规程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引进推广蚕桑新品种； ≥10 万株 ≥10 万株

制定技术规程 1 项 1项

质量指标 目标完成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1 年 1年

成本指标 运行成本 95 万元 74.45 万元

项目还在实施中，下一步将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支

付。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标准化等绿色高效蚕桑生

产新技术贯穿落实到蚕桑

生产中，提高蚕农收入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实现蚕桑产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
提升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影响期限 长期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实施主体满意度 ≥90% 95%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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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蚕桑产业发展项目

市级主管部门 安康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康市蚕桑产业发展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05.00 73.66 0.70

其中：市级财政资金 75.00 68.06 0.91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为提升我市蚕桑产业经营主体的综合素质，紧扣产
业发展，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
高素质蚕桑生产经营队伍。2、进行人工饲料养蚕试验，

养蚕 500 张；

开展春季和冬季工作会议，集中培训养蚕大户和专业技术人员

900 余人，经过集中培训、现场教学、相互讨论、线上培训、课后辅

导等方式培训，全体学员均按规定课时完成了培训内容，使经营主

体带头人掌握了理论知识，提升了操作技能，开阔了经营眼界，增

强了产业信心，明确了发展方向。yanjing2、进行人工饲料养蚕试

验，养蚕 1000 余张。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面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培训职业蚕农、新型

经营主体、家庭农场
600 人次 900 人次

人工饲料养蚕 500 张 1000 张

质量指标 目标完成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1 年 1年

成本指标 运行成本 105 万元 73.66 万元

疫情影响西安封城，培训单位无

法开发票及相关手续，造成资金

滞留。下一步按照相关流程加快

资金支付。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培训蚕农促进农民增收 ≥5% ≥5%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持续进步
提升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影响期限 长期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培训职业蚕农、新型经营

主体、家庭农场满意度
≥95% 98%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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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94，

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全年预算数 655.47 万元，执行数

651.8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本年度本单位总体运行情况

及取得的成绩：1、基础建设稳中有升。新建桑园 0.7 万亩，

改造低产桑园 2 万亩；全市年发种 12.2 万张、产茧 5398 吨、

蚕桑综合产值 30 多亿元；继续保持了以石泉为代表的川道

地区良好的发展势头，石泉、汉阴、汉滨已成为蚕桑重点县

区，集中标准化成片桑园占全市投产桑园面积的 80%以上。

2、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培育养蚕大户 100 户、职业蚕

农 100 人，巩固提升家庭农场、合作社 50 个，打造省级产

业园区 1 个、县级产业园区 2 个、科技示范点 23 个，为乡

村振兴、产业兴旺奠定基石新技术推广取得新进展。3、新

技术推广全面开展。引进推广“强桑 5 号”等主推品种 10

余个，人工饲料养蚕技术推广速度加快。4、科研成果再创

新高。主持完成的《蚕桑标准化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

项目获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发现的问题及原因：由于受

疫情等因素制约，部分项目进度相对较慢，预算执行力度仍

需加强。下一步改进措施：我单位将进一步科学预算编制，

明确绩效目标，提高预算执行力度，努力完成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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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单位 2021 年度未开展单位重点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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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

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

执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

止，当年剩余的资金。

9.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

务（项）：指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新品种、新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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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及服务等方面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