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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自评得分
2023年度项目结转资金      

情况说明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
数（B）

执行率
（B/A）

小计
当年财政
拨款

上年结转
资金

其他资金

一、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30338.2 30338.2 26720.11 88.07% 96.41 

1
2023年中央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
护修复支出项目（社会保险补助）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10542 10542 10440.52 99.04%
保护中心机关2023年社会保险补助到
位183万元，支出81.52万元，结转
101.48万元。

2
2023年中央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
护修复支出项目（政策性社会性补助）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6534 6534 6534 100.00%
政策性社会性支出6534万元。全部支
出

3
2023年中央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
护修复支出项目（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
护）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3406.7 3406.7 3406.7 100.00%

国有林管护修复补助（国有国家级公
益林管护）3406.7万元，完成340.66
万亩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公益林管护任
务。 

4
2023年中央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
护修复支出项目（国有林管护补助）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6125.5 6125.5 6125.5 100.00%

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原天保工程区
内国有林管护补助）6125.5万元，完
成612.54万亩原天保工程区内国有林
管护任务。 

5
2023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项目（森林抚育）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3500 3500 0 0.00%

2023年洮河管护中心到位900万元、
迭部管护中心到位1000万元，插岗梁
管护中心到位700万元，博峪河管护
中心到位900万元，结转2024年支出
。

6
2023年中央林业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支出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230 230 213.39 92.78%
2023年白龙江林科所到位30万元，支
出13.39万元，结转16.61万元，2024
年支出。



2023年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自评得分
2023年度项目结转资金      

情况说明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
数（B）

执行率
（B/A）

小计
当年财政
拨款

上年结转
资金

其他资金

二、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2847.488 2847.488 2312.42 81.21% 96.82 

1
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非国有
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原天保工程区
外）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82.88 82.88 82.88 100.00%

原天保工程区外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
管护面积5.18万亩，下达资金82.88
万元，为插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中心项目。

2
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非国有
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原天保工程区
内）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6.72 6.72 6.72 100.00%

原天保工程区内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
管护面积0.42万亩，下达资金6.72万
元，为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
项目。

3
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国土绿
化支出（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1609.8 1609.8 1119.96 69.57%

2023年迭部管护中心到位300万元，
支出290.8万元，结转9.2万元；阿夏
管护中心到位100万元，支出3.5万
元，结转96.5万元；南华管护中心到
位200万元，支出46.46万元，结转
153.54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到位
500万元，支出375.2万元，结转
124.8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到位200
万元，支出104万元，结转96万元；
保护中心机关到位9.8万元，结转
2024年支出。

4
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国土绿
化支出（森林质量提升补助）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596.088 596.088 560.03 93.95%

2023年洮河管护中心到位299.69万
元，支出290.27万元，结转9.42万
元；迭部管护中心到位296.4万元，
支出269.76万元，结转26.64万元，
结转2024年支出。

5
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草
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森林防火补助）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244 244 236.08 96.75%
2023年保护中心机关到位40万元，支
出32.08万元，结转7.92万元，2024
年支出。



2023年度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自评得分
2023年度项目结转资金      

情况说明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
数（B）

执行率
（B/A）

小计
当年财政
拨款

上年结转
资金

其他资金

6
2022年及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补助）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118 118 116.75 98.94%
2023年白龙江林检站到位10万元，支
出8.75万元，结转1.25万元，2024年
支出。

7
2023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业草
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林草良种培育补
助）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190 190 190 100.00%

2023年下达白龙江资金190万元。其
中：洮河20万元；迭部30万元；阿夏
资金20万元；北山资金30万元；博峪
河20万元；林检站20万元；南华20万
元；插岗梁30万元。

合 计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33185.688 33185.688 29032.53 87.49% 96.62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年度）

专项名称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 值

（10分

）

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338.2 30338.2 26720.11 10.000 88.07% 8.81 

其中：中央补助 30338.2 30338.2 26720.11 10.000 88.07% 8.81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 值

（40分

）

得分 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

分配科学性 合理 5 5

下达及时性 及时 5 5

拨付合规性 合规 5 5

使用规范性 规范 5 5

执行准确性 准确 5 5

预算绩效管理情

况
合规 5 5

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
按规定支出 5 5

政策目标实现情

况
按政策执行，达到预期目标 5 5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社会保险补助10542万元。通过社会保险五险补助林区职工全覆

盖，林区职工民生问题明显改善，社会保障全面提升，林区社会和谐

稳定。                                                      

2.政策性社会性支出6534万元。通过森林资源管护工作实现森林资

源从恢复性增长向质量提高转变，生态状况从逐步好转向进一步明显

改善转变，工程区水土流失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3.国有林管护修复补助（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3406.7万元，完

成340.66万亩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任务。                       

4.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原天保工程区国有林管护）6125.5万元，

完成612.54万亩原天保工程区内国有林管护任务。                 

5.中央森林抚育17.5万亩，下达资金3500万元。其中：洮河4.5万

亩，下达资金900万元；迭部5万亩，下达资金1000万元；插岗梁3.5

万亩，下达资金700万元；博峪河4.5万亩，下达资金900万元。通过

森林抚育作业，能够调整树种组成与林分密度，平衡土壤养分与水分

循环，改善林木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缩短森林培育周期，提高木材

质量和工艺价值，发挥森林多种功能。清理林区枯死木或严重病虫害

的林木，改善林内卫生状况，增强森林抵抗火灾和病虫害的能力，保

留木创造适宜的生长空间，使林木质量显著提高，加快林木生长，改

善林区环境，提高森林的生态效益。                             

6.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支出230万元。（1）保护中心机关200万

元，委托中标单位对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系统进

行扩充，在区域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监测点等，（2）白龙江林科所30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1.森林资源管护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落实，有力的推进管护工作顺利进展。天保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

出资金大部分达到预期指标。                                   

2.社会保险补助林区职工全覆盖，社会保障全面提升，天保工程社会

保险补助资金达到预期指标。保护中心机关年底结转社会保险补助资

金101.48万元，2024年全部支出用于缴纳在职人员社会保险。       

3.森林抚育由于资金2023年年底下达，错过项目实施季节，现实施方

案编制已完成，2024年完成项目实施任务，支出资金。             

4.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支出（1）保护中心机关完成项目实施任

务，并通过初验。（2）2023年白龙江林科所到位30万元，支出13.39

万元，结转16.61万元，2024年完成项目，支出资金。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全年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个)

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数量(个)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项目数量(个)

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系统扩充（项） 1 1 2.00 2.00 

杓兰属植物调查（项） 1 0.8 2.00 1.60 林科所项目2024年完成，结转16.61万元

野生动物救护任务(个)

专项拯救物种种数(个)

疫源疫病监测站点(个)

林草系统管理的一级古树和名木开展抢救复壮数量 (株)

聘请生态护林员人数(人)

原天保工程实施单位社会保险补助人数 (人) 4800 4800 2.00 2.00 

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停伐补助森林企业数量 (个)

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停伐时点停伐产量 (万立方米)

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停伐相关2022年底贷款余额(万元)

原天保工程区国有林管护面积(万亩) 612.54 612.54 3.00 3.00 

    其中：国家公园范围内(万亩)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原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天然商品林面积(万亩)

    其中：国家公园范围内(万亩)

国有国家级公益面积(万亩) 340.66 340.66 3.00 3.00 

    其中：国家公园范围内(万亩)

原天保工程区森林抚育面积(万亩) 17.5 3.00 1.00 

森林抚育由于资金下达较晚，错过项目

实施最佳季节，现实施方案编制已完

成，2024年完成项目实施任务，支出资

金。

国家公园范围内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 (万亩)

国家公园受损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修复面积(万亩)

国家公园受损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生境)修复面积(万亩)

国家公园受损自然遗迹保护和修复(处)

国家公园森林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万亩)

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建设(亩)

国家公园勘界立标(公里)

国家公园综合监测覆盖范围(占国家公园面积的百分比，%)

国家公园退出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人为活动 (迁出户数，户)

国家公园退出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人为活动 (小水电退出，座)

国家公园范围内湿地管护面积(万亩)

国家公园范围内湿地生物监测面积(万亩)

国家公园标识标牌建设(个)

吸纳园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人数 (人)

质量

指标

林草系统管理的一级古树和名木抢救复壮合格率 (%)

天然林资源森林蓄积量增长情况 良好 良好 2.50 2.50 

原住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管护率(%)

国家公园伞护物种种群数量变化情况

时效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

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湿地保护和恢复当期任务完成率(%)

社会保险补助兑现率(%) 100% 100% 2.50 2.50 

政策性社会性补助兑现率(%) 100% 100% 2.50 2.50 

国有林管护补助兑现率(%) 100% 100% 2.50 2.50 

国家公园范围内国有林管护补助兑现率 (%)

国家公园项目任务完成率(%)

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完成情况

成本

指标

原天保工程区森林抚育成本(元/亩) 200 200 2.50 2.50 

国有林管护补助成本(元/亩) 10 10 2.50 2.50 

2022年底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国家公园范围内国有林管护补助成本(元/亩)

效益

指标

生态

效益

指标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良好 良好 3.50 3.50 

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有效发挥 有效发挥 3.50 3.50 

社会

效益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

林区民生状况 明显改善 明显改善 4.00 4.00 

社会公众对国家公园的认知度

可持

续影

响指

持续发挥森林资源生态作用 持续有效 持续有效 4.00 4.00 

国家公园所在地生态环境质量

满意

度

指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林区(林场)职工、国家公园管理人员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90% 5.00 5.00 

总分 100.00 96.41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年度）

专项名称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林业和草原
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 值

（10分）
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847.488 2847.488 2312.42 10.000 81.21% 8.12 

其中：中央补助 2847.488 2847.488 2312.42 10.000 81.21% 8.12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 值

（40分）
得分 存在问题和整改措施

分配科学性 合理 5 5

下达及时性 及时 5 5

拨付合规性 合规 5 5

使用规范性 规范 5 5

执行准确性 准确 5 5

预算绩效管理情
况

合规 5 5

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

按规定支出 5 5

政策目标实现情
况

按政策执行，达到预期目标 5 5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原天保工程区外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5.18万亩，下达资金
82.88万元，为插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项目。将列入2023年中
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国家级公益林落实到林班小班，确保中央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落到实处，国家级公益林资源将得到有效保护
。                                                            
2.原天保工程区内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0.42万亩，下达资金
6.72万元，为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项目。                  
3.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1609.8万元。（1）退化草原修复治理1600万
元。其中：洮河管护中心300万元，治理面积1.5万亩；迭部管护中心
300万元，治理面积1.5万亩；阿夏管护中心资金100万元，治理面积
0.5万亩；南华管护中心资金200万元，治理面积1万亩；插岗梁管护中
心资金500万元，治理面积2.5万亩；博峪河管护中心资金200万元，治
理面积1万亩；（2）草原监测监管5万元为保护中心机关项目；（3）
草原健康和退化评估4.8万元为保护中心机关项目。                 
4.森林质量提升补助596.088万元。第一批下达400万元、第二批下达
196.088万元，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0.6万亩、其他森林质量提升
面积0.8万亩。其中：洮河管护中心到位299.688万元，森林可持续经
营试点面积0.3万亩、其他森林质量提升面积0.4万亩；迭部管护中心
到位296.4万元，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0.3万亩、其他森林质量提
升面积0.4万亩。                                               
5.森林防火补助资金244万元。其中：（1）保护中心机关40万，主要
为防火装备、防火宣传材料、宣传品、防火培训、防火督导检查费
用；（2）洮河管护中心20万元、迭部管护中心50万元、阿夏管护中心
30万元、插岗梁30万元、博峪河25万元，主要用于专业森林草原消防
队能力建设，北斗设备购置、技术培训、维修防火道路等。（3）博峪
河49万元，主要为档案管理、清理防火隔离带、开展防火宣传教育、
森林防灭火技能培训、巡山查林、考核验收等防火相关费用。通过项
目的实施，可以使林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和护林防火队伍的战斗装备
得到进一步改善，防扑为机具得到进一步充实，扩大护林防火宣传力
度，进一步提高林区群众护林防火意识，使林区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森
林资源。实现面积、蓄积“双增长”，改善林区的生态环境，使生态
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发展，为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人民造福
祉。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1.原天保工程区外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
5.18万亩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                                 
2.原天保工程区内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0.42万亩项目实施任务
全面完成。                                                     
3.草原生态修复治理：（1）洮河管护中心到位300万元，全部支出，完
成项目实施任务。（2）2023年迭部管护中心到位300万元，支出290.8
万元，结转9.2万元；阿夏管护中心到位100万元，支出3.5万元，结转
96.5万元；南华管护中心到位200万元，支出46.46万元，结转153.54万
元；插岗梁管护中心到位500万元，支出375.2万元，结转124.8万元；
博峪河管护中心到位200万元，支出104万元，结转96万元；保护中心机
关到位9.8万元，支出0万元。结转2024年支出。                     
4.森林质量提升补助资金：项目实施任务已完成，资金结转2024年全部
支出。其中：2023年洮河管护中心支出290.27万元，结转9.42万元；迭
部管护中心支出269.76万元，结转26.64万元。                      
5.森林防火补助项目：通过2023年森林防火项目的建设，使得林区森林
防火宣传能力、扑救装备能力不断完善，使林区森林防火从预警检测、
宣传教育等预防措施，到扑救指挥、扑救保障等控制能力等各方面防控
能力得到了提升，不断增强了火险预警监测的准确性、火情报告处置的
及时性和火灾扑救指挥的科学性、预防、扑救、保障三管齐下，确保了
林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保护和不断扩大了林区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促进了林区经济建设和森林资源的可续发展。2023年
保护中心机关到位40万元，支出32.08万元，结转7.92万元，2024年继
续按原用途支出。                                               
6.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1）2023年白龙江林检站到位10万元，支
出8.75万元，结转1.25万元，2024年完成剩余任务，支出资金。（2）
其他单位全年圆满完成防治任务，防治“四率”指标达到要求，遏制林
业有害生物继续扩展蔓延的趋势，努力降低灾害面积，总结出适合本林
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技术措施，培养一批森防技术骨干；增加林区职
工和当地群众的就业机会，提高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力改善生态
环境，减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保证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        
7.林木良种苗木培育项目：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

                                                              
6.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118万元，防治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37万亩
次。其中：迭部管护中心20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65万元、阿夏管护
中心20万元、林检站10万元、洮河管护中心3万元。通过项目实施，遏
制林业有害生物继续扩展蔓延的趋势，努力降低灾害面积，总结出适
合本林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技术措施，培养一批森防技术骨干。     
7.林木良种苗木培育950万株，下达资金190万元。其中：洮河培育100
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迭部培育150万株，下达资金30万元；阿夏培
育100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北山培育150万株，下达资金30万元；
博峪河培育100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林检站培育100万株，下达资
金20万元；南华培育100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插岗梁培育150万
株，下达资金30万元。通过项目资金投入，培育适于当地自然环境的
优良乡土树种，以林场为单位，建成一处乡土树种选育示范基地，推
广林木育苗良种化，使育苗工作中良种使用率75%以上。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全年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三次补助面积(亩)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亩)

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面积(亩)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万亩) 8 5 1.0 0.6 
第二批资金下达较晚，项目已错过最佳实

施季节。计划2024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造林面积(万亩)

森林质量提升面积 1.4 1.4 2.0 2.0 

其中：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面积(万亩)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万宙) 0.6 0.6 1.0 1.0 

其他森林质量提升面积(万宙) 0.8 0.8 1.0 1.0 

非天然商品林质量提升面积(万亩)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数量(个)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面积(万亩)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万亩) 5.6 5.6 1.0 1.0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5.6 5.6 1.0 1.0 

已落实管护责任的天然商品林

森林边境防火隔离带建设长度(公里)

草原边境防火隔离带建设长度(公里)

重点国有林区森林防火道路维护长度(公里)

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万亩)

松材线虫病重点区域防控任务(万亩)

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万亩次) ≥37 ≥37 1.0 1.0 

互花米草除治任务面积(万亩)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万亩)

草种繁育面积(万亩)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当年任
务面积(万亩)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万株) 950 950 1.0 1.0 

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个)

全国性森林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草原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湿地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荒漠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个)

油茶新造面积(万亩)

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万亩)

原天保工程区非国有地方公益林管护面积(万亩)

造林面积(万亩)

非天然商品林质量提升面积(万亩)

采购防火物资台(套) ≥100 ≥100 1.0 1.0 

防火应急演练次数(次) ≥1 ≥1 1.0 1.0 

护林防火宣传率（%） ≥90% 95% 1.0 1.0 

非天然商品林质量提升面积(亩)

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作业面积(万亩次)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图斑监测数量(个)

其中：森林样地数量(个)

      草原样地数量(个)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油茶、乡土树种容器苗木培育(万株)

油茶林营造(亩)

造林面积(油茶新造林、万亩）

竹林低改(万亩)

巡护面积(万亩)

飞机飞行时长(小时)

布防飞机数量(架)

质量
指标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质量达标率(%) ≥85% ≥85% 1.5 1.5 

造林面积合格率(%)

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 ≥85% ≥85% 1.5 1.5 

非天然商品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

森林火灾受害率(‰) ≤0.9‰ ≤0.5‰ 1.0 1.0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目标任务完成率(同林长制考核细
则)(%)

≥40% 99.5% 1.0 0.9 
林检站2024年完成剩余部分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普查，药剂、试剂采购等

非国有林管护责任落实率(%) 100% 100% 1.0 1.0 

油茶新造成活率(%)

低产低效林改造油茶存活率(%)

是否显著提升护林巡护能力 显著 显著 1.0 1.0 

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

有害生物防治率（%） ≥90% 98.20% 1.0 1.0 

有害生物测报准确率（%） ≥88% 92.60% 1.0 1.0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合格率（%） ≥75% ≥75% 1.0 1.0 

布局计划完成率

是否有效降低火情早期处置响应时间 有效 有效 1.0 1.0 

时效指
标

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

森林可持续经营当期任务完成率(%) ≥85% ≥85% 1.0 1.0 

非天然商品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油茶新造当期任务完成率(%)

油茶改造当期任务完成率(%)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时效指
标 非天然商品林质量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造林当期任务完成率(%)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当期任务完成率(%) ≥85% 60% 2.0 1.2 
第二批资金下达较晚，项目已错过最佳实

施季节。计划2024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森林质量提升面积合格率(%) ≥85% ≥85% 1.0 1.0 

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小时)

成本
指标

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标准(元/亩)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标准(元/亩)

新一轮退耕还草延长期补助标准(元/亩)

上一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标准(元/亩)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元/亩) 16 16 1.0 1.0 

其他森林质量提升(元/亩) 420 420 1.0 1.0 

地方公益林管护补助标准(元/亩)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油茶营造带动就业人数(人)

是否明显提升巡护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能力 明显 明显 2.5 2.5 

生态
效益
指标

非国有林管护效果 良好 良好 2.0 2.0 

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有效 有效 2.0 2.0 

是否明显有利于森林草原资源保护 明显 明显 2.0 2.0 

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有效发挥有效发挥 2.0 2.0 

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 明显 明显 2.0 2.0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明显 2.5 2.5 

对地区油茶产业发展可持续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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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85% 5.0 5.0 

总分 50.00 96.82 



2023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

项目名称 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社保、政社、管护支出）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6608.2 26608.2 26506.72 10 99.62% 9.9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6608.2 26608.2 26506.72 10 99.62% 9.9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综述：1.政策性社会性支出6534万元。通过森林资源管护工作实

现森林资源从恢复性增长向质量提高转变 ，生态状况从逐步好转向进一步

明显改善转变，工程区水土流失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2.社会保险补助10542万元。通过社会保险五险补助林区职工全覆盖，林

区职工民生问题明显改善，社会保障全面提升，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3.国有林管护补助6125.5万元，完成612.54万亩原天保工程区内国有林管

护任务。                                                         

4.国有国家级公益林3406.7万元，完成340.66万亩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公益

林管护任务。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1）森林资源管护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责任落实，有力的推进管护工作顺利进展。天保工程政策

性社会性支出资金大部分达到预期指标。（2）社会保险五险补助

林区职工全覆盖，社会保障全面提升，天保工程社会保险补助资金

达到预期指标。保护中心机关年底结转社会保险补助资金 101.48万

元，2024年全部支出用于缴纳在职人员社会保险。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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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原天保工程区内国有林管护面积
（万亩）

612.54 612.54 5 5

参保人数 4800 4800 10 10

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公益林补偿标

准（元/亩）
10 10 5 5

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公益林管护面

积（万亩）
340.66 340.66 5 5

质量指标 管护任务当年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管护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成本（是/否） 是 是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显著（是/否） 是 是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 100% 100% 4 4

退休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 100% 100% 4 4

职工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是/否） 是 是 4 4

生态效益

指标
发挥生态恢复与保护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公益林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公益林管护维护林区稳定（是/否） 是 是 3 3

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管护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90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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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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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
（二）

项目名称 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抚育）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500 3500 0 10 0.000% 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500 3500 0 10 0.00% 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综述：（1）森林抚育17.5万亩，下达资金3500万元。其中：洮河

4.5万亩，下达资金900万元；迭部5万亩，下达资金1000万元；插岗梁3.5

万亩，下达资金700万元；博峪河4.5万亩，下达资金900万元。（2）通过

森林抚育作业，能够调整树种组成与林分密度，平衡土壤养分与水分循

环，改善林木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缩短森林培育周期，提高木材质量和

工艺价值，发挥森林多种功能。清理林区枯死木或严重病虫害的林木，改

善林内卫生状况，增强森林抵抗火灾和病虫害的能力，保留木创造适宜的

生长空间，使林木质量显著提高，加快林木生长，改善林区环境，提高森

林的生态效益。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资金于2023年12月下达，错过项目实施季

节，2024年完成项目实施任务，支出资金。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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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抚育面积（万亩） 17.5 17.5 10 10

投资标准（元/亩） 200 200 10 10

质量指标 方案编制合格率 合格 合格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3

资金下达较晚，项目实施

方案编制完成，待批复后

尽快组织实施。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成本（是/否） 是 是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显著（是/否） 是 是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是/否） 是 是 12 12

生态效益

指标
发挥生态恢复与保护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公益林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公益林管护维护林区稳定（是/否） 是 是 3 3

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管护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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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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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三）

项目名称 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中央）

主管部门 省林草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30 230 213.39 10 92.78% 9.2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30 230 213.39 10 92.78% 9.2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保护中心机关200万元，委托中标单位对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野生动

植物保护监测系统进行扩充，在区域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监测点等。2.

白龙江林科所30万元，开展杓兰属植物分布特征及种类调查。

1.保护中心机关完成项目实施任务，并通过初验。2.2023年白龙

江林科所到位30万元，支出13.39万元，结转16.61万元，2024年

完成项目，支出资金。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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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系统扩充 1项 1项 5 5

杓兰属植物调查 1项 1项 5 2.5
林科所项目2024年完成，

结转16.61万元

预算执行率 100% 92.82% 5 4.7 林科所结转16.61万元

质量指标
野生动植物保护率（%） ≥90% 90% 5 5

设施设备合格率 95%以上 95%以上 5 5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4

林科所项目2024年完成，

结转16.61万元

项目实施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硬件设施 控制在预算内 控制在预算

内
5 5

软件设计成本 控制在预算内 控制在预算

内
5 5

专家评审、招标代理、监理费 控制在预算内 控制在预算

内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林业经济增长率 0.50% 0.50%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野生植物保护社会认知度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5 5

人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5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健全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林区职工满意度 90%以上 90%以上 10 10

总分 100 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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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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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四）

项目名称 中央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原天保工程区外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2.88 82.88 82.88 10 100.00% 1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2.88 82.88 82.88 10 10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综述：（1）原天保工程区外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5.18万
亩，下达资金82.88万元，为插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项目。（2）
将列入2023年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国家级公益林落实到林班小
班，确保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落到实处，国家级公益林资源将得到
有效保护。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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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偿标准（元） 16 16 10 10

补偿总面积（万亩） 5.18 5.18 10 10

质量指标 管护任务当年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管护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成本（是/否） 是 是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显著（是/否） 是 是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是/否） 是 是 12 12

生态效益
指标

发挥生态恢复与保护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公益林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公益林管护维护林区稳定（是/否） 是 是 3 3

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管护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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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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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五）

项目名称 中央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原天保工程区内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72 6.72 6.72 10 100.00% 1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72 6.72 6.72 10 10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综述：（1）原天保工程区内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管护面积0.42万
亩，下达资金6.72万元，为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项目。（2）将列
入2023年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国家级公益林落实到林班小班，确
保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落到实处，国家级公益林资源将得到有效保
护。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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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偿标准（元） 16 16 10 10

补偿总面积（万亩） 0.42 0.42 10 10

质量指标 管护任务当年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管护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成本（是/否） 是 是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显著（是/否） 是 是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是/否） 是 是 12 12

生态效益
指标

发挥生态恢复与保护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公益林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公益林管护维护林区稳定（是/否） 是 是 3 3

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管护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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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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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六）

项目名称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609.8 1609.8 1119.96 10 69.57% 6.95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09.8 1609.8 1119.96 10 69.57% 6.95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综述：1.退化草原修复治理1600万元。其中：洮河管护中心300万
元，治理面积1.5万亩；迭部管护中心300万元，治理面积1.5万亩；阿夏管
护中心资金100万元，治理面积0.5万亩；南华管护中心资金200万元，治理
面积1万亩；插岗梁管护中心资金500万元，治理面积2.5万亩；博峪河管护
中心资金200万元，治理面积1万亩；2.草原监测监管5万元为保护中心机关
项目；3.草原健康和退化评估4.8万元为保护中心机关项目。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1.洮河管护中心到位300万元，全部支出，完
成项目实施任务。2.2023年迭部管护中心到位300万元，支出
290.8万元，结转9.2万元；阿夏管护中心到位100万元，支出3.5
万元，结转96.5万元；南华管护中心到位200万元，支出46.46万
元，结转153.54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到位500万元，支出375.2
万元，结转124.8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到位200万元，支出104万
元，结转96万元；保护中心机关到位9.8万元，支出0万元。结转
2024年支出。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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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万亩） 8 4 10 5

第二批资金下达较晚，项
目已错过最佳实施季节。
计划2024年上半年全部完

成。

投资标准（元） 200 200 10 10

质量指标 方案编制合格率 合格 合格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未完成 10 5

第二批资金下达较晚，项
目已错过最佳实施季节。
计划2024年上半年全部完
成。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成本（是/否） 是 是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显著（是/否） 是 是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是/否） 是 是 12 12

生态效益
指标

发挥生态恢复与保护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草原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
差）

优良 优良 3 3

草原修复治理维护林区稳定（是
/否）

是 是 3 3

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管护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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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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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七）

项目名称 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森林质量提升补助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96.088 596.088 560.03 10 93.95% 9.4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96.088 596.088 560.03 10 93.95% 9.4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综述：第一批下达400万元、第二批下达196.088万元，森林可持续
经营试点面积0.6万亩、其他森林质量提升面积0.8万亩。其中：洮河管护中

心到位299.688万元，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0.3万亩、其他森林质量提升

面积0.4万亩；迭部管护中心到位296.4万元，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0.3

万亩、其他森林质量提升面积0.4万亩。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实施任务已完成，资金结转2024年全部

支出。其中：2023年洮河管护中心支出290.27万元，结转9.42万

元；迭部管护中心支出269.76万元，结转26.64万元。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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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原森林抚育补助面积 2 2 4 4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面积 0.6 0.6 4 4

其他森林质量提升补助面积 0.8 0.8 4 4

原森林抚育补助标准（元/亩） 200 200 4 4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幼龄林补贴标
准（元/亩）

460 460 4 4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中龄林补贴标
准（元/亩）

420 420 4 4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低产低效林补
贴标准（元/亩）

1040 1040 4 4

其他森林质量提升补助标准（元/
亩）

420 420 4 4

质量指标 方案编制合格率 合格 合格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成本（是/否） 是 是 3 3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显著（是/否） 是 是 3 3

社会效益

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是/否） 是 是 3 3

生态效益

指标
发挥生态恢复与保护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1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推进森林经营可持续发展（优、良、

中、差）
优 优 5 5

维护林区稳定（是/否） 是 是 4 4

促进林区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 优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管护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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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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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八）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中央）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4.00 244.00 236.08 10 96.75% 9.6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4.00 244.00 236.08 10 96.75% 9.68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中央下达资金244万元。其中：（1）保护中心机关40万，主要为防火装备
、防火宣传材料、宣传品、防火培训、防火督导检查费用；（2）洮河管护中

心20万元、迭部管护中心50万元、阿夏管护中心30万元、插岗梁30万元、博
峪河25万元，主要用于专业森林草原消防队能力建设，北斗设备购置、技术
培训、维修防火道路等。（3）博峪河49万元，主要为档案管理、清理防火隔

离带、开展防火宣传教育、森林防灭火技能培训、巡山查林、考核验收等防
火相关费用。2.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使林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和护林防火
队伍的战斗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防扑为机具得到进一步充实，扩大护林防

火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林区群众护林防火意识，使林区能够很好的保护好
森林资源。实现面积、蓄积“双增长”，改善林区的生态环境，使生态经济

、社会三大效益协调发展，为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人民造福祉。

实际目标完成情况综述：1.通过2023年森林防火项目

的建设，使得林区森林防火宣传能力、扑救装备能力
不断完善，使林区森林防火从预警检测、宣传教育等
预防措施，到扑救指挥、扑救保障等控制能力等各方

面防控能力得到了提升，不断增强了火险预警监测的
准确性、火情报告处置的及时性和火灾扑救指挥的科

学性、预防、扑救、保障三管齐下，确保了林区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保护和不断扩大
了林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促进了林区经济建设和森

林资源的可续发展。2.2023年保护中心机关到位40万
元，支出32.08万元，结转7.92万元，2024年继续按原
用途支出。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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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应急演练次数（次） ≥1 ≥1 5 5

组织应急演练及时率 100% 100% 5 5

应急扑救物资完备量（%） ≥90% 95% 5 5

林区资源保护率（%） ≥90% 95% 5 5

森林火灾受害率（%） ≤0.09% ≤0.05% 5 5

护林防火宣传率（%） ≥90% 95% 5 5

质量指标 是否编制专项资金实施方案 是 是 5 5

时效指标

是否及时开展护林防火项目 及时 及时 5 5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低成本高效率扑救火灾（是/否） 是 是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提高扑救能力挽回经济损失（%） ≥90% 95% 5 5

社会效益指
标

间接保障了林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 是 4 4

创造林区良好社会环境 显著 显著 4 4

生态效益指
标

林区森林火灾改善减少 优良 优良 4 4

火灾扑救能力明显提高 优良 优良 4 4

群众护林防火意识明显提高 优良 优良 4 4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公益林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优良 优良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护林防火人员满意度（%） ≥90% 95% 5 5

当地群众满意度（%） ≥90% 95% 5 5

总分 100 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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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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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九）

项目名称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央）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8 118 116.75 10 98.94% 9.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8.00 118.00 116.75 10 99% 9.8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资金118万元，防治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37万亩次。其中：迭部管护
中心20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65万元、阿夏管护中心20万元、林检站
10万元、洮河管护中心3万元。通过项目实施，遏制林业有害生物继续
扩展蔓延的趋势，努力降低灾害面积，总结出适合本林区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的技术措施，培养一批森防技术骨干。  

1.2023年白龙江林检站到位10万元，支出8.75万元，结转1.25万元，
2024年完成剩余任务，支出资金。2.其他单位全年圆满完成防治任
务，防治“四率”指标达到要求，遏制林业有害生物继续扩展蔓延的
趋势，努力降低灾害面积，总结出适合本林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技
术措施，培养一批森防技术骨干；增加林区职工和当地群众的就业机
会，提高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保证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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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万亩次） ≥37 ≥37 5 5

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准确率 >88% 92.60% 5 5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95% ≧99.47% 5 5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5 5

质量指标

项目总完成率 100% 99.5% 5 4.98 
林检站2024年完成剩余部分林
业有害生物监测普查，药剂、
试剂采购等

有害生物防治率 >=90% 98.2% 5 5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0.5‰ 0.42‰ 5 5

时效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档案完整率 100% 100% 5 5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及培训完成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100% 100%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经济效益增长 有效 有效 4 4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100% 4 4

社会效益
指标

实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重大意义
知晓率

≥75% 100% 4 4

为林区和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健全 100% 4 4

生态效益
指标

有责投诉发生数 0 0 5 5

林地和绿地面积增减 增加 100%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改善林区和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

健全 100%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林区职工群众满意度 ≥85% 90% 10 10

总分 100 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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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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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十）

项目名称 林草良种培育补助（中央）

主管部门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实施单位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90 190 190 10 100.00% 1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0 190 190 10 10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综述：（1）林木良种苗木培育950万株，下达资金190万元。其
中：洮河培育100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迭部培育150万株，下达资金30
万元；阿夏培育100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北山培育150万株，下达资金
30万元；博峪河培育100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林检站培育100万株，下
达资金20万元；南华培育100万株，下达资金20万元；插岗梁培育150万
株，下达资金30万元。（2）通过项目资金投入，培育适于当地自然环境的
优良乡土树种，以林场为单位，建成一处乡土树种选育示范基地，推广林
木育苗良种化，使育苗工作中良种使用率75%以上。

实际完成情况综述：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

绩
效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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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万株） 950 950 20 20

质量指标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合格率（%） ≥75% ≥75%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成本（是/否） 是 是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显著（是/否） 是 是 5 5

社会效益
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增长明显（是/否） 是 是 12 12

生态效益
指标

发挥生态恢复与保护作用显著 显著 显著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公益林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公益林管护维护林区稳定（是/否） 是 是 3 3

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优、良、中、差）

优良 优良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管护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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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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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