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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2023 年度
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所辖的白龙江林区、洮河林区位于青

藏高原东北边缘与秦岭西段交汇处，东西宽约 200km，南北长

约 240km，是甘肃南部重要的水源地和长江、黄河中上游重要

的水源涵养和水源补给区，也是西北地区、青藏高原东北部的

重要生态屏障，保存了甘肃省森林面积最大、质量最好的天然

林资源，经营区域主要在甘南、陇南、临夏、定西、兰州、张

掖、白银 7 市州。林区位于长江流域的经营面积为 822.79 万

亩，位于黄河流域的经营面积为 360.01 万亩。保护中心林区

现总经营面积为 1182.8 万亩，其中林地面积 757.68 万亩，草

地面积 297.01 万亩，湿地面积 3.57 万亩，其他土地面积

124.53 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 6259.51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 47.67%。

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为正地级建制，主要负责管辖区林草

资源保护、营林、造林、病虫害防治、护林防火、禁种铲毒、

产业开发及下属管护中心和林场的管理等工作。保护中心下属

机关及 14 个正县级事业单位，分别为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迭部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南华生态建设管护中心、兰州北山生

态建设管护中心、甘肃白龙江阿夏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甘肃

白龙江插岗梁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甘肃白龙江博峪河自然保

护区管护中心、林业科学研究所、林业调查规划院、林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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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医院、林业中学、信息化管理中心、职工宣教中心。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自评工作的组织管理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开展 2023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

评工作的要求和省林草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甘林规函〔2024〕34 号）精神，

我中心高度重视，积极组织保护中心机关及直属各单位认真开

展绩效自评工作，要求严格对照相关资金管理制度，逐项量化

打分，形成绩效目标自评报告及报表。

（二）纳入绩效自评的范围

2023年保护中心机关及所属14个事业单位全部纳入绩效

自评范围，涉及基本支出财政拨款和 61 个中央、省级财政拨

款项目（含上年度结转项目），总资金 83693.18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财政拨款19058.41万元，项目资金64634.77万元（当

年项目 60110.63 万元、上年结转项目 4524.14 万元）。

1.当年下达项目 37 个，涉及资金 60110.63 万元。

（1）中央项目 15 个，涉及资金 48095.69 万元

中央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护修复支出项目）26608.2

万元，中央森林抚育3500万元、中央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原

天保工程区外）资金82.88万元、中央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

（原天保工程区内）资金6.72万元、中央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1609.8万元、中央森林质量提升596.09万元、中央森林防火244

万元、中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118万元、中央林木良种补助190

万元、中央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230万元、中央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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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1112万元、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资金338万

元、中央陇中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803

万元、中央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

11949万元、中央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708万元。

（2）省级财政项目22个，涉及资金12014.94万元

省级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社会保险补助）657 万元、省级

森林管护 4152 万元、省级森林防火 130 万元、省级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 50 万元、省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229 万元、省

级林草科技创新（油橄榄叶部病害安全防治药剂筛选及高效施

药技术研究）30 万元、省级林草科技创新（楤木繁育及栽培

技术研究与示范）20 万元、省级禁种铲毒 125 万元、省级种

质资源普查 55 万元、省级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样地调查 107.15

万元、省级林草外来入侵物种普查 25 万元、国有林场改革补

助资金 3256.31 万元、省级自然保护地建设 300 万元、省级林

草种质资源普查 565 万元、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 969.4 万元、

省级退耕还林工作经费2万元、省级林政执法工作经费7万元、

省级自然资源能力保护建设资金 500 万元、省级林业草原产业

发展资金 130 万元、省级科技重点研发计划（岷江冷杉天然林

种群更新与恢复研究）15 万元、房租收入返还 612.7 万元、

林木林地补偿资金 77.38 万元。

以上当年下达中央及省级项目全部纳入绩效自评范围。

2.上年结转项目资金4524.14万元，涉及项目24个。

中央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社会保险补助）52.34万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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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森林管护1.49万元、中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6.35万元、中央

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1.3万元、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资

金60.36万元、省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80.95万元、省级林

草种质资源普查100万元、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1020.35万元、

省级自然资源能力建设资金320万元、房租收入返还85.17万

元、中央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1795.69万元、中央陇

中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103.18万元、中

央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674.35万元、

中央森林资源管理0.76万元、中央森林抚育1.2万元、第二批

重大项目前期费28.8万元、中央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甘肃

省白龙江林区珍稀濒危树种保护和培育技术推广示范项目）

28.72万元、中央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大果青杄繁育技术

推广示范项目）39万元、省级林业草原科技创新与合作（白龙

江林区云杉锈病研究）14.56万元、省级林业草原科技创新与

合作（洮河上游紫果云杉、岷江冷杉天然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

研究）12.47万元、省级林业草原科技创新与合作（白龙江林

区异翅亚目昆虫多样性研究）10.31万元、科技条件专项（干

旱荒漠区文冠果引种示范与栽培技术研究）8.45万元、办公用

房租赁费60万元、省级种质资源调查18.34万元。

以上结转项目资金全部纳入绩效自评范围。

三、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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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省级部门预算财政拨款全年预算数

83693.1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数 19058.41 万元，

项目支出全年预算数 64634.77 万元（含上年结转数）。全年

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数 75493.6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0.2%，

其中：基本支出实际支出数 19058.41 万元，执行率 100%，项

目支出实际支出数 56435.27 万元（含上年结转数），预算执

行率 87.31%。

（二）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基本支出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 18663.82 万元，全年预

算数 19058.41 万元，支出 19058.41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该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2.中央及省级项目年初预算数 30210.24 万元，全年预算

数 64634.77 万元，支出 56435.27 万元，预算执行率 87.31%，

平均自评得分 95.42 分。（含上年结转数，详见分项目绩效自

评表）。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自评，我单位2023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得分98.27

分。部门管理 20 分，自评得分 19.55 分，失分原因主要是，

一是由于个别项目资金到位迟，错过实施季节，造成项目跨年

度实施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较低；二是根据林区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正在逐步建立、修订、完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履职效

果 50 分，自评得分 50 分。能力建设 10 分，自评得分 9.7 分，

失分主要原因是，个别偏远管护区域信息化建设还需进一步建

设和完善。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预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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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执行率 90.2%，自评得分 9.02 分。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自评，我单位偏离绩效目标和存在的不足：一是个别项

目年度预算执行率偏低。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87.43%，

上年结转项目支出率为 85.71%，均与全年项目绩效目标差距较

大。主要原因是个别专项资金计划、资金到位迟，实施方案、作

业设计还未批复，错过项目实施季节，造成项目跨年度实施，影

响当年支出进度导致资金结转。二是单位整体支出定量、定性绩

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细化和科学。主要表现在部门管理、履职

效果、能力建设等绩效目标设立缺少量化可衡量指标，评价标准

不够细致科学。

改进措施：一是加强部门协调调度，强化责任担当。对当

年未完成项目，各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要增强第一责任人意

识，主动协调汇报工作进展，及时协调解决问题，深刻分析原

因，制定时间路线图，细化措施、明确责任和完成时限要求。

二是进一步完善量化绩效目标和评价标准，做到指向明确、细

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实现项目实施与绩效评价并重，

同检查、同考核，确保资金使用效益。通过绩效评价，进一步

推进单位各项管理工作规范高效落实，有效提高工作质量、充

分发挥资金支出效益，改进预算执行和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

用管理能力，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作为推进资源管

护、财务管理、项目建设、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建立、资

金分配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抓手。

四、单位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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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 2023 年绩效自评项目 51 个（实际为 61 个项目，

结转项目中有 10 个项目与当年下达项目合并绩效自评）。全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 64634.77 万元，支出 56435.27 万元，执行

率 87.31%。其中：当年下达项目资金 60110.63 万元，支出

52557.82 万元，执行率 87.44%；上年结转项目资金 4524.14

万元，支出 3877.45，执行率 85.71%。通过自评，全部或基本

达成预期指标项目 47 个（其中：结果为“优”项目 43 个，结

果为“良”项目 4 个），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项

目 4 个（结果为“中”）。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一）2022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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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社会性补助、国有林

保护修复补助、国有林管护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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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社会性补助、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国有林管

护补助）全年预算数 26660.54 万元（当年下达资金 26608.2

万元、上年结转 52.34 万元），全年执行数 26559.06 万元（当

年项目支出 26506.72 万元、上年结转项目支出 52.34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9.62%，自评得分 99.96 分。

1.中央财政政策性社会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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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会保险补助 10542 万元，支出 10440.52 万元，

结转 101.48 万元，为保护中心机关结转项目资金。通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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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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原天保工程区内国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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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有林管护修复补助（原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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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2 年结转中央政社性补助资金 52.34 万元，其中：

保护中心机关结转52.3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结转0.04万元，

2023 年全部支出。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但由于年底资

金支付原因，未及时全部支出，保护中心机关结转 101.48 万

元，2024 年初全部支付完成。

（二）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护

修复支出项目（社会保险补助）

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保护修复

支出项目（社会保险补助）全年预算数 657 万元，全年执行数

65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主要用

于保障白龙江林区天保实施单位离退休人员医疗保险正常缴

费，通过项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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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按资金使用规

定及时全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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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管护）

省级森林管护项目全年预算数 4153.49 万元（当年下达

4152 万元、上年结转 1.49 万元），全年执行数 4153.01 万元

（当年项目支出 4151.52 万元、上年结转项目支出 1.49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9.99%。通过项目实施，全面完成管护制度体

系建设、专职管护队伍建设、管护能力建设、管护责任、管护

面积落实、管护效果等。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南华管护中心

2023 年到位资金 248.86 万元，支出 248.38 万元，0.48 万元

指标结余，财政收回。

（四）2023 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森林抚育）

2023 年下达中央森林抚育资金 3500 万元，森林抚育 17.5

万亩。由于该项目资金下达较晚，实施方案已编制，待实施方

案批复后，2024 年完成项目实施任务，支出资金，自评得分

83 分。其中：洮河管护中心实施任务 4.5 万亩，下达资金 900

万元；迭部管护中心实施任务 5 万亩，下达资金 1000 万元；

插岗梁管护中心实施任务 3.5 万亩，下达资金 700 万元；博峪

河管护中心实施任务 4.5 万亩，下达资金 900 万元。通过森林

抚育作业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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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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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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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下达资金 82.88 万元，为插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护中心项目，主要实施任务为原天保工程区外非国有国家级公

益林管护面积 5.18 万亩。插岗梁管护中心将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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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预算执行率

100%，自评得分 100 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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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下达资金 6.72 万元，为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中心项目，实施任务主要为原天保工程区内非国有国家级公益

林管护面积 0.42 万亩。通过对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的实施，

充分发挥国有林生态保护在国土生态安全中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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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森林的生态价值，极大地提高广大林农的生态

意识和对国有林保护的积极性。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预算执行率

100%，自评得分 100 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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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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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下达资金 1609.8 万元，支出 1119.96 万元，执行

率 69.57%，自评得分 86.6 分，该项目主要实施任务为退化草

原修复治理及草原监测监管。

1.退化草原修复治理 1600 万元，支出 1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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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元及草原健康和退化评估4.8万元为

保护中心机关项目，项目资金结转 2024 年支出。

3.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1）洮河管护中心，完成项

目实施任务，资金全部支出。（2）迭部管护中心支出 290.8

万元，结转 9.2 万元；阿夏管护中心支出 3.5 万元，结转 96.5

万元；南华管护中心支出 46.46 万元，结转 153.54 万元；插

岗梁管护中心支出 375.2 万元，结转 124.8 万元；博峪河管护

中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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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二批资金下达较晚，项目已错过最佳

实施季节。个别指标未完成，计划 2024 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支出剩余资金。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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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下达资金 596.088 万元，支出 560.03 万元，执行

率 93.95%，自评得分 99.4 分。主要实施任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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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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任务已完成，结转资金

为项目尾款，2024 年验收完成后全部支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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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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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中央森林防火下达资金 244 万元，支出 236.08 万

元，执行率 96.75%，自评得分 99.68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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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任务完成情况如下：

1.保护中心机关 40 万，支出 32.08 万元，结转 7.92 万元，

2024 年继续按原用途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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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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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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全部支出，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3.博峪河管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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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全部支出，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十）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森林草原

防火补助）

省级森林防火当年下达资金 130 万元（其中：迭部管护中

心 20 万元，洮河管护中心 20 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 20 万元，

兰州北山管护中心 20 万元，南华管护中心 10 万元，插岗梁管

护中心 20 万元，阿夏管护中心 2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自评得分 100 分。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

通过项目的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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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扑机具得到进一步充实，林

区森林防火宣传、隐患排查等措施有效落实，进一步提高林区

群众护林防火意识，火灾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实现全年

未发生较大森林火灾的工作目标，使林区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森

林资源。，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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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全年预算数 124.35 万元（当年下达资金 118 万元，

上年结转 6.35 万元），支出 123.1 万元（当年项目支出 116.75

万元、上年结转项目支出 6.35 万元），执行率 98.99%，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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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99.86 分。

1.下达中华松针蚧、松材线虫病等监测、普查，有害生物

防治任务 10.4 万亩，到位资金 105 万元（其中：迭部管护中

心 2.7 万亩，资金 20 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 5 万亩，资金 65

万元；阿夏管护中心 2.7 万亩，资金 20 万元），已全面完成

防治任务，达到预期目标。

2.下达林检站开展松材线虫病等有害生物监测普查、药剂

或试剂采购 10 万元，支出 8.75 万元，结转 1.25 万元，个别

指标还未完成，2024 年完成实施任务，支出资金。

3.下达洮河管护中心 3 万元，用于国测点开展监测预报服

务，已完成项目实施任务，达到预期目标。

4.林检站上年结转 6.35 万元，支出资金 6.35 万元，绩效

目标完成，并达到预期效果。

（十二）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补助）

2023 年下达资金 50 万元，1.下达阿夏管护中心中华松蚧

防治面积 3000 亩，到位资金 10 万元。2.下达兰州北山管护中

心松材线虫病等防治面积 2000 亩，到位资金 10 万元。3.下达

重点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调查、防治和技术培训 30 万元，防治

面积 5000 亩。（其中：迭部 10 万元，防治面积 2000 亩，洮

河 10 万元，防治面积 2000 亩，林检站 10 万元，防治面积 1000

亩）。支出 50 万元，执行率 100%。通过项目实施，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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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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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骨干。该项目实施任务全部完成，达到预期目标，自评得分

100 分。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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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下达中央林草良种培育补助资金 190 万元，苗木培

育 675 万株。（其中：洮河管护中心培育 100 万株，下达资金

20 万元；迭部管护中心培育 150 万株，下达资金 30 万元；阿

夏管护中心培育 100 万株，下达资金 20 万元；兰州北山管护

中心培育 150 万株，下达资金 30 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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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管护中心培育 100 万株，下达资金 20 万元；

插岗梁管护中心培育 150 万株，下达资金 30 万元），支出资

金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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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良种苗木培育合格率达到 75%以上。该项目

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十四）2022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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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项目全年预算资金

231.3 万元（其中：当年下达资金 230 万元，上年结转 1.3 万

元）预算执行率 99.71%，自评得分 95.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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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任务已完成，达到预期目标。

2.白龙江林科所 30 万元，支出 13.39 万元，结转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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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杓兰属植物分布特征及种类调查，本年度

完成调查样线 20 条，在洛大保护站、阿夏保护站、旺藏保护

站及达拉保护站等 4 个保护站进行样线布设，调查样本 500

株，调查种类 6 种。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 1 套，设置特别保护

小区就地保护杓兰种群面积 20 亩。项目分两年实施，2024 年

完成项目剩余部分。

3.机关上年度结转 1.3 万元，为保护中心野生动植物保护

监测系统建设尾款，资金 2023 年全部支出，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

（十五）2023 年中央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项目

中央欠发达国有林场补助项目当年下达资金 1112 万元，

支出 1112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1.第一批下达资金 862 万元（洮河 60 万元，迭部 190 万

元，阿夏 92 万元，插岗梁 167 万元，博峪河 181 万元，南华

120 万元，北山 52 万元）。

2.第二批下达 250 万元（迭部 100 万元，南华 50 万元，

插岗梁 100 万元）。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林场职工办公及居住生活条件，使职工

有了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促进林区经济发展，带动林下产业

开发，改善林区经济环境，提高职工收入。经济和社会效益明

显，增加了国有林场发展后劲，促进乡村振兴有序推进。该项

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十六）2022 年及 2023 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

金



- 17 -

2023 年下达农业保险保费中央资金 338 万元，上年结转

资金 60.36 万元，全年支出资金 392.86 万元，结转 2023 年项

目资金 5.5 万元，预算执行率 98.62%，当期绩效目标已完成，

结转资金 2024 年继续按照元用途使用，自评得分 99.86 分。

该项目为保护中心缴纳森林保险保费项目，用于对辖区内

商品林、公益林等保险林木投保，以减少林木意外损失，保障

林区森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实施项目，保障了林区受到灾害后的可恢复性，使林

区职工管护效益得到保障。有效调动职工管护积极性，提高林

区职工及居民满意度。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

成。

（十七）2022 年及 2023 年省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

金

2023 年下达农业保险保费省级资金 229 万元，上年结转

资金 80.95 万元，全年支出中央资金 392.86 万元，结转 2023

年项目资金 24.64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21%，当期绩效目标

已完成，结转资金 2024 年继续按照元用途使用，自评得分

99.21 分。

该项目为保护中心缴纳森林保险保费项目，用于对辖区内

商品林、公益林等保险林木投保，以减少林木意外损失，保障

林区森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实施项目，保障了林区受到灾害后的可恢复性，使林

区职工管护效益得到保障。有效调动职工管护积极性，提高林

区职工及居民满意度。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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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十八）2023 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中央预算

内投资）——陇中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2023 年下达资金 803 万元，全年执行数 666.38 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82.99%。委托甘肃省兰州北山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会宁）完成封山育林 3.87 万亩，退化林修复 0.64 万亩。项

目当期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98.3 分。

（十九）2023 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中央预算

内投资）——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

2023年下达资金11949万元，用于完成人工造乔木林2.68

万亩、封山育林 7.95 万亩、退化林修复 13.45 万亩。全年执

行数 11165.3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3.44%。项目当期总体绩

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99.34 分。

1.被委托单位甘肃省迭部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3140 万元，

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0.7 万亩、封山育林 3 万亩、退化林修复

3.4 万亩；

2.被委托单位甘肃白龙江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

3475 万元，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0.5 万亩、封山育林 2.95 万亩、

退化林修复 4.2 万亩；

3.被委托单位甘肃白龙江插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

心 3292 万元，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0.98 万亩、封山育林 2 万亩、

退化林修复 3.4 万亩；

4.被委托单位甘肃白龙江博峪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

心 2042 万元，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0.5 万亩、退化林修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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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

（二十）2023 年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项目（中央预算内投

资）

2023 年下达洮河管护中心项目资金 708 万元，主要用于在

冶力关林场完成国家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项目，面积 10900.0

亩，共 10 个林班 45 个小班，主要内容包括：修枝、割灌、林

地清理、病虫害防治、森林管护、补植等措施。按照项目实施

方案完成 64%，支出资金 458.28 万元，执行率 64.73%，结转

资金 249.72 万元，2024 年 7 月前全面完成。

（二十一）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林业

草原科技创新（油橄榄叶部病害安全防治药剂筛选及高效施药

技术研究）

2023 年下达林科所油橄榄叶部病害安全防治药剂筛选及

高效施药技术研究项目资金 30 万元，全年执行数 18.26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60.87%。2023 年严格按照项目批复及项目实施

方案，完成了油橄榄主要叶部病害的调查、病原菌的培养、接

菌、接种和分子测序；研究分析了主要病害在不同 C、N 源的

生长特性；筛选出 2 种较好的防治药剂，开展了室内毒力测定

等工作。自评得分 91.09 分。

本项目属于林业病害调查、研究及防治的科研项目。其资

金需要结转的主要原因是油橄榄叶部主要病害的病原需要调

查研究其完整生活史，即病害病原的越夏、越冬病症表现，即

在 2024 年 1 月至 4 月仍需调查研究。下一步将加快越冬后的

防治进度，在病原越冬后，有效开展药剂防治试验，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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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高效防治技术，保质保量完成绩效目标，2024 年底前进

行项目验收。

（二十二）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林业

草原科技创新（楤木繁育及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2023 年下达楤木繁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示范推广项目

资金 20 万元，全年执行数 12.4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62%。按

照项目实施方案，完成了整地、育苗、造林任务及部分实验内

容，建立楤木苗木繁育基地 2 亩，繁育楤木苗木 3 万株，营造

楤木示范林 10 亩，2023 年完成了不同温度、湿度和土壤 3 个

关键因子与幼苗生根和发芽影响研究等工作。自评得分 92.2

分。

该项目属于林木育苗、繁育及栽培的科研项目。其偏离绩

效目标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楤木在中、高海拔地区的育

苗及生长情况需要进行越冬调查，研究其完整的生长情况，即

在 2024 年 1 月至 4 月仍需调查研究。二是楤木在越冬季节及

2024 年初不同时期的栽培技术存活率需要跟进调查研究及开

展试验，后期进行示范推广。在后续工作中，按照项目实施方

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做好各项工作的协调，从而提高项目经

费支出的进度和效率，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节点完成项目合同

任务。

（二十三）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林区

禁种铲毒）

省级禁种铲毒项目当年下达专项资金 125 万元，支出 125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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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种铲毒专项资金 110 万元（迭部 20 万元，洮河 15 万

元，博峪河 20 万元，插岗梁 20 万元，阿夏 20 万元，机关 10

万元，兰州北山 5 万元，南华 5 万元）。广泛开展禁种宣传教

育，扎实开展踏查铲毒行动，努力提升预防、发现、铲除非法

种植毒品原植物能力，确保天目核查不出现大面积非法种植毒

品原植物现象。实现“零种植、零产量”的目标，努力实现禁

绝林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2.承办禁种铲毒进林区大型宣传及座谈会保障经费 15 万

元，为插岗梁项目资金。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二十四）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林草

种质资源普查）

2023年下达资金 55万元，支出资金55万元，执行率 100%。

1.迭部管护中心 15 万元，完成野生林草种质资源、主要

栽培树种<品种>种质资源、古树名木种质资源及引进树种（品

种）种质资源等普查。

2.阿夏管护中心 15 万元，完成野生林草种质资源、主要

栽培树种<品种>种质资源、古树名木种质资源及引进树种（品

种）种质资源等普查。

3.插岗梁管护中心 15 万元，以保护站为单位进行普查，

完成野生林草种质资源、栽培引进树种草种<品种>种质资源、

古树名木地里分布信息和生存现状等普查，收集林草种质资源

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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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峪河管护中心 10 万元，完成野生林草种质资源、主

要栽培树种<品种>种质资源、古树名木种质资源及引进树种

（品种）种质资源等普查。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二十五）2023 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资源保护与发展资金

—林草生态综合监测（综合监测样地调查）

2023 年下达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机关项目资金 107.15 万

元，支出 107 万元，结转资金 0.15 万元，执行率 99.86%。主

要任务为：样地调查任务 146 个，其中：森林样地 109 个，草

原样地 36 个，湿地样地 1 个。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

标均已完成，结转资金 2024 年支出，自评得分 99.9 分。

（二十六）2023 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资源保护与发展资金

—林草生态综合监测（综合监测样地调查）

2023 年下达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机关省级林草外来入侵

物种普查经费 25 万元，用于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该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结转资金 2024 年支

出，自评得分 100 分。

（二十七）2023 年国有林场改革发展补助

国有林场改革补助资金项目当年财政拨款 3256.31 万元，

（其中：洮河管护中心 636.32 万元、迭部管护中心 563.59

万元、阿夏管护中心 479.18 万元、南华管护中心 188.18 万元、

兰州北山管护中心255.11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625.65万元、

博峪河管护中心 406.43 万元、规划院 101.85 万元），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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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国有林场改革后的人员经费、社会保险等支出，维护林区

改革社会和谐稳定。全年执行数 3256.3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二十八）2023 年省级自然保护地建设补助

2023 年下达省级自然保护地建设项目资金 300 万元，上年

结预算执行率 100%。

1.阿夏管护中心 100 万元，聘用临时管护人员劳务补助，

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年度环境质量监测报告。

2.博峪河管护中心 100 万元，开展保护区科学考察、编制

总体规划。

3.插岗梁管护中心 100 万元，开展保护区科学考察、编制

总体规划。

通过项目实施，自然保护区保护能力得到提升，基础设施

配套和综合监管能力有效改善，生态保护和恢复项目效益得到

发挥。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二十九）2022 年及 2023 年省级草原植被恢复费

省级草原植被恢复费全年预算数 665 万元（当年下达资金

565 万元、上年结转 100 万元），支出资金 100 万元，执行率

15.04%，自评得分 74.5 分。

1.省级林草种质资源普查资金全年预算数 565 万元。2023

年由于资金到位晚，错过了实施季节，现作业设计方案编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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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并上报省林草局，待通过专家评审批复后组织实施，植

被恢复任务 2024 年实施完成。

（1）林草种质资源普查资金 120 万元（洮河管护中心 30

万元，阿夏管护中心 40 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 50 万元。）

（2）退化草原植被恢复 445 万元（洮河管护中心 100 万

元，迭部管护中心 120 万元，阿夏管护中心 20 万元，插岗梁

管护中心 120 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 85 万元）通过草原植被

恢复项目实施建设，采取围栏封育、人工草地建植、退化草原

补播改良、鼠虫害防治等综合修复治理，促进天然草原良性演

替、提高草原植被盖度、改善饲草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减轻天

然草原放牧压力，有效恢复草原植被。

2.上年结转资金 100 万元，其中：迭部管护中心 2022 年

结转 50 万元，进行补播改良 0.238 万亩，鼠害防治 0.238 万

亩；插岗梁管护中心 2022 年结转 50 万元，进行补播改良 0.24

万亩，鼠害防治 0.24 万亩。支出 100 万元，完成项目实施任

务，达到预期目标。

（三十）2022 年及 2023 年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

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项目全年预算数 1989.75 万元（其

中：当年财政拨款 969.4 万元，上年结转资金 1020.35 万元）

全年执行数 1018.2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1.17%，自评得分

73.12 分。

1.2023 年下达资金 969.4 万元（统筹部分 960 万元、返

还部分 9.4 万元）。

（1）洮河管护中心 102.7 万元、迭部管护中心 164.2 万



- 25 -

元、阿夏管护中心 120 万元、兰州北山管护中心 100 万元、插

岗梁管护中心 182.5 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 120 万元，主要用

于植被恢复造林、生态修复地质灾害损毁林地、退化森林植被

恢复、建设监测样地、种质资源普查、购置防灭火设备等，通

过项目实施不断提升林分质量，提升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能力，

加强森林蓄积量调查评估，提高护林防火综合防控能力。2023

年由于资金到位晚，当年错过了实施季节，现作业设计编报已

完成，待批复后 2024 年完成实施。

（2）规划院 80 万元，主要任务为对我省 98 个天然林保

护修复实施单位进行全查，该项工作于 2024 年开展。

（3）林科所 100 万元，主要任务建设监测样地 43 块，编

制《白龙江林区森林可持续经营技术研究方案》等。本年度完

成样地建设与乔木基本调查，完成实施方案编写。由于项目资

金 11 月下达，项目实施方案 12 月才完成编制工作，支出 1.52

万元，结转 98.48 万元。下一步林科所将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完

成以下内容：2024 年 1 月-4 月，全面设计工作计划和技术路

线，以及外业准备工作。 2024 年 5 月-10 月，全面开展外业

工作，调查人工林样地结构、土壤、地被物等。 2024 年 11

月-12 月，进行植物物种信息的整理、录入、编校，报告撰写。

12 月底进行项目验收。

2.2022 年度结转资金 1020.35 万元（其中：洮河管护中

心 123.9 万元、迭部管护中心 111 万元，南华管护中心 5.2

万元，兰州北山管护中心 120 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 140.4

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 93.4 万元，保护中心机关 13 万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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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院 156.75 万元，林科所 120 万元、阿夏管护中心 136.7 万

元），支出 1016.7 万元，财政收回 3.65 万元。

（1）洮河管护中心、迭部管护中心、南华管护中心、兰

州北山管护中心、插岗梁管护中心、博峪河管护中心、保护中

心机关、规划院、林科所均已完成项目实施任务，资金全部支

出。

（2）阿夏管护中心 2022 年结转 136.7 万元，支出 133.05

万元，省财政收回 3.65 万元，项目实施完成，合同已签订，

待 2024 年申请返还后支出剩余合同价款。

（三十一）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行业管理费—退耕还林工

作经费

退耕还林工作经费项目当年财政拨款 2 万元，全年执行数

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该项目为林业科学研究所项目，用于开展退耕还林生态效

益监测，按要求上报监测数据；完成退耕还林生态效益各项指

标监测，按时上报了监测数据。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

均已完成。

（三十二）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行业管理费—林政执法工

作经费

省级林政执法工作经费当年下达保护中心资源处 7 万元，

用于林草行政执法工作经费及购置执法手持终端设备，通过项

目实施，促进严格规范文明执法，切实维护林草资源安全。预

算执行率 100%，自评得分 100 分。

（三十三）2022 年及 2023 年省级自然资源保护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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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省级自然资源保护能力建设项目资金全年预算数 820 万

元（其中：当年下达资金 500 万元，上年结转 320 万元），支

出 319.45 万元，预算执行率 38.96%，综合自评得分 70.9 分。

1.2023 年下达阿夏管护中心 200 万元。（1）购置高精位

定位平板、图形工作站、航测无人机、RTK 等调查监测设备

39.00 万元；（2）标本室新增设备购置 30.00 万元；(3）达

拉保护站新建公众自然教育中心及警示教育展览厅，共 70.00

万元；（4）新建野生动物宣传牌 8 个 13.70 万元；（5）2024

年甘肃白龙江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服务费

12.3 万元；（6）大熊猫主食竹调查 35.00 万元；

2.2023 年下达博峪河管护中心 100 万元。（1）聘请技术

支撑单位对博峪保护站林麝等种群及重要栖息地调查 2.1 万

公顷，共 65 万。（2）林麝等种群及栖息地调查成果报告数据

分析、制图、成果出版 1000 套，共 15 万。（3）购置红外相

机、野外调查装备等调查监测设备 20 万。

3.2023 年下达插岗梁管护中心 200 万元。（1）对沙滩保

护站梅花鹿救助繁育场场地区域进行改造。（2）购置航测无

人机、红外相机、专用拍摄相机配件 50 万元。（3）聘请技术

支撑单位对插岗梁保护区雪豹等种群及重要栖息地调查 1.5

万公顷。

以上 2023 年资金由于到位较晚，错过实施时间，已完成

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及评审工作，2024 年组织实施完成。

4.2022 年保护中心机关结转 320 万元，用于保护中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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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及林区自然资源能力保护提升，通过项目实施，加强和改善

保护中心机关及保护区内森林资源的管护和监测能力，为更好

保护生态资源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该项目实施任务已完成，

支出 319.45 万元，结余 0.55 万元，2023 年年末财政收回。

绩效目标完成。

（三十四）2023 年省级财政林业草原产业发展资金

2023 年下达资金 130 万元，由于该项目由于资金到位较

晚（2023 年 12 月到位），错过实施时间，现已完成项目实施

方案的编制工作，待实施方案批复后，2024 年组织实施完成。

综合自评得分 69 分。

1.2023 年下达插岗梁管护中心 50 万元，建成油橄榄示范

基地 850 亩。通过项目实施，提高油橄榄品质，增加油橄榄果

的产量，增加经济收入，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及地区的油橄榄种

植产业的发展，实现社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2.2023 年下达博峪河管护中心 50 万元，完成文冠果示范

基地补植、整形修剪、施肥、浇水等田间管理 850 亩，建设满

足使用要求。

3.2023 年下达南华管护中心 15 万元，项目实施后，可饲

养优质羊 80 只，通过繁育，达到职工增收的目的。项目以林

下养殖为主，实行林、果、牧的良性循环，保护生态环境安全。

4.2023 年下达迭部管护中心 15 万元，电尕林场哇吧沟林

下生态养殖场购买鸡苗 2000 只；购置配套设施：自主饮水线

一套；电气化自动清粪机一套；电气化自动遮雨（阳）棚一套；

防疫消毒器材一套；程序化自动捡蛋设备一套；自动化增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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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套；自动化通风设备一套。

（三十五）2023 年第七批（省级）科技计划—重点研发计

划—社会发展领域（岷江冷杉天然林种群更新与恢复研究）

当年下达白龙江林科所岷江冷杉天然林种群更新与恢复

研究项目资金 15 万元，全年执行数 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0%，

自评得分 85 分。

1.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总体目标为：（1）建立岷江冷杉林群落 20m*20m

固定监测样地 30 块，完成群落基本特征调查；（2）调查岷江

冷杉林种群结构及群落结构，研究种群自然更新过程，揭示种

群自然更新规律及影响因素，评价自然更新状况；（3）判断

种群及群落生存状态及所处的演替阶段，揭示群落基本特征及

群落演替的影响因子，预测群落演替趋势；（4）完成岷江冷

杉更新与恢复研究报告，在中文核心期刊、SCI 发表论文 2-3

篇。目前签订了项目任务书，采集岷江冷杉球果 50 余斤，实

施计划正在编写中。

2.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由于项目资金下达为 2023 年 11 月，根据白龙江林区实际

情况，已不适合外业工作的的开展。下一步项目组会按照项目

进展安排，完成以下内容：2024 年 1-3 月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准备项目实施所需的材料，2024 年 4 月，完成土壤种子库总

调查采样；2024 年 5-11 月，完成项目外业调查数据收集及整

理；2024 年 12 月-2025 年 2 月，数据整理，总结，分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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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论文；2025 年 3-6 月，项目外业复查，补充调查，汇总整

理完成论文发表；2025 年 7-8 月，项目总结，准备结题验收。

（三十六）2022 年及 2023 年省级林业草原行业管理费—

非税上缴返还（房租收入）

房租费返还项目当年财政返还 612.7 万元（南华管护中心

7.37 万元、北山管护中心 310.87 万元、保护中心机关 294.46

万元），上年结转 85.17 万元（为保护中心结转资金），全年

执行数 696.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76%，自评得分 99.98

分。

1.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金用于补充保护中心机关及直属相关单位人员经费及

公用经费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预算执行率指标未完成。

2.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上年结转资金全部支出，2023 年资金由于年底时间紧，

工作任务重，部分需要报销的费用还未报销，导致项目资金结

转，预算执行率指标偏离。我中心将进一步完善资金支付相关

制度，保证资金按规定有计划的及时支出。

（三十七）2023 年省级森林资源保护培育与利用资金—林

木林地补偿费

省级林木林地补偿项目当年财政返还资金 77.38 万元，其

中：洮河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42.9 万元，插岗梁管护中心 34.48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通过实施项目，加强林地林木保护，

落实各项保护措施，强化巡护监测，丰富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为野生动植物创造良好栖息环境。加强和完善保护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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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升保护区管理能力，实现保护区建设事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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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三十八）2021 年及 2022 年草原防火等专项中央预算内

投资（甘肃省白龙江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

中央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为保护中心机关中央

预算内投资结转项目。全年预算数 1795.69 万元（其中：结转

2021 年项目资金 693.37 万元，结转 2022 年项目资金 1102.32

万元）该项目为省林草局统一规划建设的省级森林草原防火物

资储备库，主要用于省级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覆盖甘肃

中南部地区（甘南、陇南、临夏、定西、天水），通过项目实

施，全面提升甘肃省中南部地区防火物资储备能力，增强森林

草原火灾预防和扑救综合能力水平，有效维护甘肃中南部地区

生态安全。完成支付 1217.68 万元，执行率 67.81%，自评得

分 95.78 分。

按照批复的项目初步设计和项目绩效目标，该项目批复建

设年限为 2022 年 3 月-2024 年 3 月，目前储备库土建工程、

物资采购等工作均已完成。结转2021年项目资金693.37万元，

2023 年初省财政收回 21.57 万元，重新返还安排支出 671.8

万元，2023 年末完成支出；2022 年结转 1102.32 万元，支出

545.88 万元，2023 年招标已完成，合同已签订，但由于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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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合同签订时间较晚，省财政支付系统关闭前，资金未支付成

功，年末省财政收回 556.44 万元，为进一步提升项目资金使

用效率，尽快完成项目验收并尽早投入使用，有力提升甘肃中

南部地区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扑能力。我们将进一步强化项目

建设和资金使用监管，积极与省财政厅、省林草局沟通协调，

尽最大努力申请返还收回资金，待 2024 年申请返还后继续支

出完成。

（三十九）2022 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第一

批）中央基建投资（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陇中地区生态

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该项目 2022 年下达资金 325 万元，委托甘肃省兰州北山

生态建设管护中心（会宁）完成退化林修复 0.5 万亩。2022

年当年支付资金 221.82 万元，结转 2023 年资金 103.18 万元，

现已全部支付，预算执行率为 100%。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

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100 分。

（四十）2022 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中央预算

内投资）——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

该项目 2022 年下达资金 15770 万元，2022 年当年支付资

金 15095.65 万元，结转 2023 年资金 674.35 万元，现已全部

支付，预算执行率为 100%。

项目资金 15770 万元，用于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1.33 万亩、

退化林修复 22.42 万亩。其中：

1.被委托单位甘肃省迭部生态建设管护中心 60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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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0.9 万亩、退化林修复 8 万亩；

2.被委托单位甘肃省兰州北山生态建设管护中心（漳县）

585 万元，完成退化林修复 0.9 万亩；

3.被委托单位甘肃白龙江阿夏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

3263 万元，完成退化林修复 5.02 万亩；

4.被委托单位甘肃白龙江插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

心 3015 万元，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0.1 万亩、退化林修复 4.5

万亩；

5.被委托单位甘肃白龙江博峪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

心 2897 万元，完成人工造乔木林 0.33 万亩、退化林修复 4

万亩。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100分。

（四十一）2022 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森林资源

管理

2022年下达中央森林资源管理项目当年财政拨款6125万

元，支出 6124.23 万元，结转 2023 年 0.76 万元（其中：插岗

梁管护中心结转 0.48 万元，博峪河管护中心结转 0.29 万元），

2023 年初已全部支付完成。预算执行率为 100%，自评得分 100

分。

项目目标：一是通过落实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开展森林资

源保护，进一步提高森林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二是促进林

区经济发展，带动林下产业开发，改善林区经济环境，提高职

工收入。

（四十二）2022 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国土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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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抚育）

2022 年下达博峪河管护中心项目资金 900 万元，用于完成

4.5 万亩森林抚育任务，2022 年支出 898.8 万元，结转 202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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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初已全部支出，完成全部绩效

目标，自评得分 100 分。

（四十三）2022 年第二批重大项目前期费—省级基建投资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恢复项目）

2022 年下达省级重大项目前期费 527 万元，其中：甘肃

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恢复项目前期费 360 万元，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甘南黄

河上游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修护项目前期费 167 万元，前期工

作目标编制完成项目初步设计。2022 年支出 498.2 万元，结

转 28.8 万元，2023 年全部支出完成，预算执行率 100%。完成

项目绩效目标任务，自评得分 100 分。

1.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秦岭西段水源涵养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2022 年 3 月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并经省发改委批复，可研编制费 45.20 万元；完成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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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初步设计和造林作业设计编制，并经省林草局批复，

项目外业调查及编制费用 254.5 万元；课题研究实验费 60.3

万元。项目前期费完成投资 360 万元，完成率 100%，支付资

金 360 万元，支付完成率 100%。

2.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与

生态保护修护项目。2022 年 3 月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并经省发改委批复，可研编制费 58.4 万元；作业设计外业调

查费 67 万元；课题研究实验费 41.6 万元。项目前期费完成投

资 167 万元，完成率 100%，支付资金 167 万元，支付完成率

100%。

（四十四）2021 年中央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甘肃省白

龙江林区珍稀濒危树种保护和培育技术推广示范项目）

白龙江林科所 2021 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甘肃省白龙江林区珍稀濒危树种保护和培育技术推广示范

项目）结转 2023 年资金 28.72 万元，2023 年支出 28.72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100%。自评得分 96.25 分。

1.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省林草局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2023 年总体绩效目

标完成连香树、水青树等珍稀濒危树种保护示范推广

20.00hm
2
；连香树育苗 0.27hm

2
、定植苗木 0.33hm

2
；连香树更

新技术示范推广 13.34hm
2
。该项目于 2023 年 9 月通过省林草

局组织的现场查定验收。

2.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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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已经按实施方案完成了全部的工作任务。2024 年

撰写验收申请并开展项目验收工作。

（四十五）2022 年中央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大果青杄

繁育技术推广示范项目）

白龙江林科所 2022 年结转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

目（大果青杄繁育技术推广示范项目）资金 39 万元，2023 年

支出 34.52 万元，结转 2024 年 4.4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8.51%。自评得分 93.05 分。

1.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省林草局批复的“大果青杄繁育技术推广示范”实施

方案，2023 年度应完成的主要工作，目前已完成大果青杄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并进行种子的收集、处理及育苗工作，开展

了大果青杄种子发芽实验、嫁接及不同光照强度大果青杄生理

响应实验，培育大果青杄苗木 3 亩，培育苗木 3 万株，发表论

文 1 篇。

2.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及时调整 2024 年度实施计划，按期完

成项目绩效目标。

（四十六）2021 年省级林业草原科技创新与合作（白龙江

林区云杉锈病研究）

白龙江林科所省级林草科技创新与合作（白龙江林区云杉

锈病研究项目）结转 2023 年资金 14.56 万元，2023 年支出

14.56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自评得分 98 分。

1.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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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保护中心批复的实施方案完成标本初步鉴定，根据采

集结果，初步筛选发生普遍的锈菌，开展接种实验和分子生物

学实验；继续采集未能鉴定到种的锈菌标本，进行基因序列分

析来进一步鉴定；国内期刊发表文章 2 篇。该项目总体绩效目

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

2.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该项目已经按实施方案完成了全部的工作任务。2024 年

撰写验收申请并开展项目验收工作。

（四十七）2022 年省级林业草原科技创新与合作（洮河上

游紫果云杉、岷江冷杉天然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研究）

白龙江林科所 2022 年省级林草创新与合作（洮河上游紫

果云杉、岷江冷杉天然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研究项目）结转

2023 年资金 12.47 万元，2023 年支出 12.47 万元，预算执行

率为 100%，本年度完成实验样地布设 15 处，地上植物数据、

土壤样本采集完成，发表文章一篇。绩效目标完成，自评得分

95 分。

（四十八）2022 年省级林业草原科技创新与合作（白龙江

林区异翅亚目昆虫多样性研究）

白龙江林科所 2022 年省级林草科技创新与合作（白龙江

林区异翅亚目（半翅目）多样性研究项目）结转 2023 年资金

10.31 万元，2023 年支出 10.3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自评得分 89 分。

1.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该项目本年度完成补充采集1次，采集标本数量大约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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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号，文献查阅与总结也在按期进行。

2.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该项目总体完成度 85%，因为标本数量庞大，种类繁多，

鉴定有一定难度，导致所有标本鉴定结果出具较慢，导致数据

统计和结果分析相对延迟。下一步项目组会按照项目进展安

排，对标本鉴定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撰写文章，总结项目实验

结果，完成技术报告，准备项目验收。

（四十九）2022 年科技条件专项（干旱荒漠区文冠果引种

示范与栽培技术研究）

南华管护中心 2022 年科技条件专项（干旱荒漠区文冠果

引种示范与栽培技术研究）结转 2023 年资金 8.45 万元，，2023

年支出 8.45 万元，执行率 100%。通过项目实施，建成文冠果

试验示范基地 35 亩（其中苗木繁育 5 亩，试验示范基地 30

亩），同时起到以点带面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文冠果在甘肃

河西走廊乃至周边干旱荒漠区健康发展。该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自评得分 100 分。

（五十）2022 年办公用房租赁费

白龙江林科所2022年办公用房租赁费项目结转2023年资

金 60 万元，根据资产划转批复，已将需租赁的 2000 平方米办

公用房划转林科所自有，以保障林科所稳定、良好的办公场所，

该项资金不需再按原用途使用，2023 年归集上缴国库。该项

目总体绩效目标及各项指标均已完成。自评得分 90 分，绩效

指标偏离原因：由于资金归集上缴，预算执行率为 0，执行率

得分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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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2022 年省级财政种质资源调查

洮河管护中心 2022 年省级财政种质资源调查项目结转

2023 年资金 18.34 万元，该项目主要为完成甘肃省洮河生态

建设管护中心辖区的普查任务，收集林草种质资源标本 300

余种，组织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培训班、购置林草种质资源

普查仪器设备、采集各类种质资源数据，开展鉴定工作等。2023

年支出 18.34 万元，执行率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自评

得分 100 分。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中心将切实加强自评结果的整理、分析，进一步细化完

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案，加强对人员、

公用经费和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对

预算执行率偏低、自评结果较差的单位和项目，督促其分析原

因，落实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并将评价结果引入年终综

合考评机制。对评价结果较差的项目，跟进实施进度，并实时

进行通报。同时，按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编入部门决算，依法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六、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我中心没有需要说明的中央和省委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

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

2024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