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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乡村振兴局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财政局  

 

 巴乡振发〔2021〕5 号 

关于上报《2021年度巴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的报告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自治区财政厅：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发改委、民宗委、农业农

村厅、畜牧兽医局、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治区 2021年度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

我州结合实际，组织乡村振兴、财政等部门，严格对照量化指标，

对 2021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监管情况、资金使用成

效等进行了认真评价。现将《2021年度巴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随文呈报，请予审阅。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乡村振兴局                   财  政  局 

                      2021 年 12 月 13 日 

文件 



  

 

 

 

 

 

 

 

 

 

2021年度巴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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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根据《关于印发自治区 2021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州对 2021 年度财政

衔接资金安排、使用、管理情况及其使用效果进行了认真细致

的自查自评。现将巴州 2021 年度财政衔接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

况报告如下：

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序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科学统筹安排衔接资金，强化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切实发挥衔接资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保障



  

 

 

 

 

 

 

1.地州市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自评得分：5分。

完成情况：州党委、政府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四个不摘”，保持“八个不变”要求，

2021 年，我州共到位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3400.108万元（中央资金 37585万元、自治区资金 507.348万

元、州本级 3500万元、地债资金 100000万元、县市级 1407.76 

万元）。主要用于产业发展、基本农田建设、设施农业、产供

销、优质林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项目，明确主攻方向，

有力推动了我州乡村振兴工作。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能够认真履

行职责，切实发挥项目审核、梳理汇总、业务指导等作用。州

乡村振兴局在审核汇总各县市项目库时，结合国家《中央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指出的“3331”（即：

资金分配按照因素法进行测算，因素和权重为：相关人群数量

及结构 30%、相关人群收入 30%、政策因素 30%、绩效等考核

结果 10%，并进行综合平衡），认真对“三项重点”工作、资

金投向、项目建设、绩效目标等内容进行严格把关，反复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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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存在的问题点对点反馈至县市进行修改。

2.衔接资金分解下达情况。

自评得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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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2021 年，我州到位中央、自治区、地方政府债

券、自治州、县市配套衔接资金共计 143400.108 万元，收到资金

指标文件后，按照 5 日内的时间节点要求已全部拨付下达各县市。

其中：2020 年 12 月 4 日拨付下达各县市，中央提前下达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 14645 万元；2020 年 12 月 28 日拨付下达各县市，自

治区提前告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07.348 万元； 2021 年 4 月 20

日拨付下达各县市，自治州配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900 万元；

2021 年 5 月 14 日拨付下达各县市，中央新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 22940 万元；2021 年 4 月 15 日拨付下达各县市，

2021 年下达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100000 万元；各县市配套资金

1407.76万元。 

（二）项目管理 

3.县级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 

自评得分：4分。 

完成情况：自 2021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项目库动态调整工作启动以来，各县市、州直各部门高度重视，

迅速落实州党委各项安排部署，严格按照“村申报、乡审核、

县审定、州监管”工作程序和自治州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会议提

出的“四步”基本程序，认真落实初审、复审、终审机制，扎

实开展项目库建设工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部门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加快实施进度，确保项目有力有

序推进。二是强化责任落实。针对今年项目任务重、时间紧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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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进一步压紧压实县乡两级党委书记责任，自治州先后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资金项目工作。三是强化日常调度。建立“日

跟踪、周调度、月通报”机制，及时掌握、定期通报项目进度和资

金支付情况。 

4.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自评得分：4分。 

完成情况：为规范和加强财政衔接资金使用管理，建立健

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根据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扶贫办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治区

民委（宗教事务局）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林草局印发《自

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新财预〔2019〕

170 号）文件要求，我州积极做好衔接资金绩效管理工作，截

至 11月 30日，已完成 2020年度全州 415个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和 2021年度 231个项目绩效目标汇总审核上报工作。。 

5.信息公开和公示公告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自评得分：4分。 

完成情况：一是完善制度。制定印发《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实施细则

（暂行）》《自治州扶贫资金项目“三公开”工作方案》等文

件，确保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有规可

依、有章可循。二是开设专栏。在巴州人民政府网站设置巴州扶

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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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扶贫政策、项目库建设、资金分配、项目实施、资金项

目绩效情况进行全面、长期公开，全面接受新闻媒体、社会舆论

的监督，确保资金项目监督贯穿项目建设始末。三是及时公开。

按照资金到位时间节点，分批次将资金项目情况进行公开，提高

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的透明度，提升社会和群众参与度。 

6.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自评得分：4分。 

完成情况：一是明确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项目实施

的主要责任人、乡镇长为第一责任人，各责任人要及时研究梳

理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情况，明确完成时限，并督促项目加快实

施。我州坚持定期调度机制，适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协调解决，督促项目进展和资金拨付力度。针对项目前

期工作推进慢等问题，专门组织召开专题协调会议，发改、国

土、住建、环保等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加快项目的前期手续办

理。为落实、落细工作任务，确保项目施工质量，我州各级乡

村振兴部门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实地指导，在项目的谋划，入

库、实施、验收等过程严格把关，并及时对项目建设单位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答，精心指导，确保项目效益

和质量。二是我州针对财政部新疆监管局抽审的 7 个问题及自

治区乡村振兴局联合第三方实地指导发现的两个方面 6 个问题

进行认真梳理，主动逐条核实，举一反三，立行立改，强力推

进问题整改。截至目前，所有问题已整改完毕，并报送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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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完成情况报告。三是 2021年以来，我州 12317平台共收到

两起举报线索，分别转办至库尔勒市、和静县乡村振兴局，涉

及到野云沟山泉水扶贫项目工程尾款支付；2017 年发放扶贫羊

数量不够的问题。截至目前，问题线索已全部核实完毕，并全

部解释到位。 

7.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情况。 

自评得分：4分。 

完成情况：一是为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扶贫项

目资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持

续发挥效益，根据国务院和自治区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

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51 号）和《转发自治区

乡村振兴局自治区党委农办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

产后续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函〔2021〕149 号）文

件精神，我州结合实际制定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巴州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扶贫资产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全面推动我州财政衔接资

金项目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狠抓扶贫资金项目制度化建设，

确保项目在阳光下管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报送的资产统计表中，资产实际投入 218462.48 万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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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原值 218462.48万元，资产现值 218462.48万元，其中到户原

值 65185.23 万元，到乡原值 9504.33 万元，到村原值 59063.22

万元，到县（行业部门）原值 84709.7 万元，均与系统内录入

的数据保持一致。三是做好项目资产清理登记工作。1.高度重

视，积极开展扶贫资产再复核。为全面加强 2013 年以来扶贫资

金项目资产管理，强化和规范扶贫资产管理，巩固和提升脱贫

攻坚成果，避免出现扶贫资产闲置、浪费、流失、损毁及所有

权属不清、资产分类不科学、监管权分配不合理、效益发挥不

充分、资产收益联结机制不紧密、资产收益使用不规范、后期

管护不到位、资产登记不完整、资产入账核值不准确、经营类

资产防风险措施不健全、行业监督不力等问题，对照的工作内

容和任务，对全州 2013-2020年扶贫资产开展了再复核工作。2.

摸清扶贫资产底数，确保精准登记移交。我州严格落实自治区

有关文件规定，按照公益性、经营性、入户类资产三大类，重

点对 2013 年以来形成的扶贫资产，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摸底建档，

确保扶贫资产不漏一项、不落一处，切实做到逐乡逐村逐项目

建立专项台账，做到专项管理。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紧盯扶

贫资产验收移交工作，确保扶贫资产及时精准移交至项目管理

单位或项目收益对象。 

（三）资金使用成效 

8.有序推进项目实施等情况。 

自评得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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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一是抓好项目计划编制。按照项目实施的轻重缓

急排序，坚持“统筹安排、因地制宜、优化配置，突出重点、

补齐短板”原则，不断突出产业发展主导地位，从项目库中层

层梳理，筛选确定 2021 年度实施项目 275 个，涉及资金 14.29

亿元，其中：中央、自治区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8092.348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100000 万元，自治州资金

3400 万元，县市配套资金 1407.76 万元。二是抓好项目组织实

施。严格按照“早谋划、早启动、早实施、早见效”的工作要

求，落实“日汇总、周调度、月通报”制度，责任明确到人，

倒排项目工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效率、抓进度、保工

期。州分管领导定期召开调度会，了解掌握项目建设情况，协

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截至目前，全州共实施

项目 275个，已开工 275个，开工率达 100%，已完工 275个，

完工率 100%，全面完成建设任务。三是抓好项目资金拨付。严

格按照自治区相关要求，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每月

对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进行通报，强化跟踪督办。截

至目前，资金支出 142565.84 万元，支出率 99.77%，余额

334.26 万元（基建类项目除质量保证金外，资金全部支付到

位）。 

9.预算执行率。 

自评得分：10分。 

完成情况：截至目前，全州结转财政衔接资金 334.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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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质量保证金和工程尾款）。其中：且末县结转财政衔接

资金 176.20 万元（项目质量保证金），和硕县结转财政衔接资

金 92.22 万元（项目质量保证金），博湖县结转财政衔接资金

65.84万元（项目工程尾款）。 

10.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 

自评得分：8分。 

完成情况：一是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排查。按照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不存盲区、不留死角”的要求，县市、

乡镇、村（社区）组织干部参与排查。我州对照工作要求，坚

持实事求是、分级负责、全面覆盖，全面排查全市农村人口信

息、行政村（社区）信息、全市一区两县信息，完成采集排查

4219 户 13140 人。二是不断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持续开展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动态管理工作，截至 10 月 31

日，全州“三类户”共消除风险 459户 1650人。按照动态监测、

实时预警、未贫先防、突贫速扶、常态清零要求，制定了《自

治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方案》，明确监测办法

和帮扶方式，全力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排查，设定监测

线为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9000 元，。通过线下摸排，入户走

访，采集信息，建立台账，提交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基础信息的

准确性、及时性，做好新识别监测对象的纳入。 

11.分任务资金使用效益。 

自评得分：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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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一是精心谋划，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按

照项目实施的轻重缓急排序，从项目库中择优选择项目，将急

需实施的项目往前排，提前谋划年度项目计划，扎实做好项目

初步设计、项目实施方案、用地审批、环评等前期工作，做到

项目“待挂网”“待建设”“待招标”阶段，提前做好项目前

期各项准备工作，解决“项目等资金”的问题，待资金下达后

具备开工条件的立即启动项目开工建设。二是强化资金监管。

依托财政动态监控机制实现财政资金闭环管理，组织州直有关

行业部门、各县市财政及有关行业部门召开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资金使用与管理调度会 3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三是压实责任，提高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扶贫

项目资产管理工作机制，健全监督检查体系，规范扶贫资产管

理。结合实际，完善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制度，按照部门分

工明确管理责任，确保管理制度可操作可落实。严格资产清查

登记。从资产登记、确权、后续管理、运行维护、收益分配、

资产处置等方面全面排查，确保做到账证相符、账实相符，实

现扶贫资产家底清晰、产权明晰。提高资产管理水平。确保经

营性资产保值增值、公益性资产高效运转，最大限度发挥资产

作用，稳定发挥效益。强化资产收益分配。对长期拖欠约定收

益的经营主体，或不主动催缴收益的部门单位，及时提醒，督

促落实，确保资产收益分配合理，使用规范。 

12.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安排用于产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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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得分：7分。 

完成情况：到位中央提前财政衔接资金 14645 万元，用于

产业项目的资金为 11645.27万元，产业类项目占比 79.52%；自

治区提前下达财政衔接资金 507.348 万元，用于产业项目的资

金为 306.348 万元，产业类项目占比 60.38%；中央财政衔接资

金 22940 万元，用于产业项目的资金为 18461.73 万元，产业类

项目占比 80.48%；自治州财政衔接资金 3400 万元，用于产业

项目的资金为 2708.3万元，产业类项目占比 79.66%。 

13.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成效情况。 

完成情况：我州 2021年没有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情况。 

（五）加分情况 

14.机制创新情况。 

自评得分：加 5分 

完成情况：为贯彻落实《关于做好自治区部门单位定点帮

扶和助力示范点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通知》（新党农领字

〔2021〕15 号）精神，发挥自治州部门单位助力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全力推进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示范引领作用，结

合自治州实际，制定了《自治州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和助力示范

点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确保扶贫资金使用和

项目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制定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项目管理

实施细则（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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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常工作表现。（5分） 

近年来，巴州积极探索出了“国投畜牧公司+村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两种养殖模式。实

现了养殖产业由零散向合作社集中，由无序发展向园区化、集约

化发展，实现了饲草种植、青贮制做、饲草料加工、投料等全程

机械化发展，建立起了饲草、品种、管理、防疫、销售和分类精

细饲养“五统一精细”标准养殖体系，有效解决了畜牧产业发展

中融资难、品种杂、规模散、品牌弱、效益低及联农益农不够等

难点问题，探索出了农牧结合、草畜配套、符合我州实际的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16.执行中随意调减衔接资金预算。（-5分） 

今年以来，我州不存在随意调减衔接资金预算的情况。 

17.数据作假。（-10分） 

今年以来，我州及各县市不存在数据作假的情况，并且系

统内数据与绩效自评材料中的数据保持一致。 

18.违规违纪情况。（-15分） 

今年以来，我州在审计、纪检、检察等部门的监督下，未

发现扶贫资金项目存在违规违纪现象。 

自评结果：经我州组织相关部门对照《2021 年度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自查，综合评估

后，自评情况为：2021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

效总分值 100分，加分项 10分，巴州自评得分 100分，加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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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总计得分 110分。 

二、下一步工作 

我州坚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

重要讲话、批示指示精神，贯彻党中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决策

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全力推进“责任、工作、政策”

三落实。坚持把资金项目工作作为夯实脱贫基础、巩固提升脱

贫成效的重要支撑，聚焦谋划论证、精准实施、竣工验收、资

金支付等关键环节，确保全州项目进度符合预期、作用发挥明

显。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联动、压实工作责任、

加快实施进度，确保项目有力有序推进。二是压紧压实县市推

动项目工作的主体责任及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工作的

组织领导，特别是对项目实施后资产管理、后期管护及持续增

收方面的管理，确保历年来实施的项目能够持续发挥作用。三

是坚持规划先行，指导县市科学谋划村庄布局，排出规划编制

的优选顺序，做到先规划后建设。落实自治州乡村振兴“三项

重点工作”要求，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厕所革命。持

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附件：1.巴州绩效自评得分表 

            2.巴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3.巴州各县市自查报告、备查验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