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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项目名称：梅州市大埔县 2021 年至 2023 年垦造水田项目

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大埔县自然资源局（公章）

填报人姓名：张文莉

联系电话：13824594876

填报日期：2023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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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2021 年度梅州市大埔县垦造水田项目，

建设规模 275 亩。该项目区范围为枫朗镇溪背坪村、百侯镇东山

村，西河镇下黄砂村共 3 个行政村。

（二）项目决策情况。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通过大埔县

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立项，同意进行建设。

（三）绩效目标。本项目严格对预算成本进行控制，不超过预

算。按照进度计划完成目标，按规定对项目进行自查、验收，工

程质量合格，未出现安全事故。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我局成立垦造水田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局长任组长、分

管领导任副组长、局相关股室、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复核单位等成员单位组成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垦造水田项目进

行绩效自评。

三、绩效自评结论

结合 3 个项目的组织实施情况。我们自评等级优秀。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本项目的实施按规定要求进行了前期编制可

行性研究报告、概算，项目下达后编制了实施方案，项目立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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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文件等。

（2）目标设置。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新修坡头、水渠、机耕

路、生态防护工程、土壤改良等工程，符合垦造水田项目建设标

准。

（3）保障措施。工程的实施，短期会破坏原有自然环境和生

态系统。在施工期将对水质、大气、噪声、人群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都可以采用相应的对策和管理措施进行防治或降低其危险，随

着工程的竣工和绿化的实施，其不利影响将随即消失。

2.资金落实情况。

资金到位。通过申请垦造水田项目债券资金，确保项目建设

资金到位。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资金支付规范，按照合同进行工程款、设计

费、监理费等费用的支付。

（2）支出规范性。进行支付工程款时，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和施工单位进行现场确认工程量，并且由监理单位进行资料审查，

确保资料属实后再向建设单位提交请款申请，确保资金支出的规

范性。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在项目过程中，采取了的措施或制度等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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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支出进行有效的监管制约：严格按照《广东省垦造水田项目管

理实施办法（试行）》（粤国土资耕保发〔2018〕4 号）的程序及

标准实施

（2）管理情况。建立健全大埔县垦造水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推进全县垦造水田工作。各相关单位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加强工作指导，明确职责分工优化工作流程，合力推进工作落实，

确保完成垦造水田任务，严格落实占补平衡。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项目建设通过水利措施、田间道路措施等一系列

措施，增加我县水田面积指标，改善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

条件，显著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

增收的目标。

2.效率性。严格落实各参建单位按照合同完成设计、施工监

理、复核的工作量，确保工程建设的效率性。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

农民收入；发挥较强的示范和促进作用;缓和项目区人地矛盾，提

高项目区土地承载力。

2.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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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局党组会议确定监理单位、设计

单位等，确保各参建单位的公平性。

五、主要绩效。

通过垦造水田项目的实施，兑现了我县的历史承诺任务，有

效缓解了我县的用地指标问题。

六、存在问题。

一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工

程用地涉及到个别群众的眼前利益时，根据规划搞方格化平整，

意见很难统一，很难组织实施。实施期间对涉及到当地一些道路，

排灌水沟走向等问题上都需要进行艰辛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工程的进展。

二是项目规划设计工作不够详细，对区内了解不够全面，对

灌排沟渠走向、布局规划得不够详细，实施中村委、群众时有建

议，因而引起的调整时有发生。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1、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在以后的垦造水田建设中，我们将

总结今年垦造水田项目的经验与教训。一是要加强对群众的宣传

教育，使当地群众明白垦造水田建设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

使群众积极支持建设工作。二是要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村

委才能做好工作。当地党委政府及村委不协调或者是互相推诿，

不管项目大与小，都是很难完成任务的。三是在规划中要做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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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细致，并征求当地群众意见，尽量做到科学、合理，使垦造水

田建设工作形成政府重视，群众参与的社会氛围，使当地群众明

白垦造水田建设是利国利民，群众是最大收益的一件好事。

2、抓好项目建成后的维护管理，按照垦造水田后期管护协

议，建议镇、村实现规模集约经营，推广公司加农户或承包租赁

方式。这对提高农民收入，开创特色农业，实现我县经济可持续

发展，起着积极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