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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叶县龙泉乡食用菌科技产业园

（一期）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河南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

考核办法》有关要求，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根据叶县

财政局工作部署，安策绩效大数据有限公司受托开展 2022

年度叶县龙泉乡食用菌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评价组通过资料收集、数据复核等工作，于 2022年 12

月初步完成评价工作。现将主要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叶县龙泉乡草厂街北侧，项目实施

内容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和设备购置两大类。其中，建设工程

施工主要实施内容包括新建产品存放中心（集展厅、研发等

功能）1座，建筑面积 1500㎡；新建褐松茸等—工厂化仿生

态智慧菇房 15 座，配套建设能源输出、能量转换、仿生态

系统、能源控制养菌床架等辅助设备，占地面积 3000 ㎡。

2022年 8月，叶县龙泉乡人民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河南

致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并于 8 月 29 日签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期 180日历天，实施周期为

2022年 8月 29日-2023年 2月 28日。目前，该项目施工进

度已完成合同内容的 82%，尚未完工验收。设备购置内容包

括磁悬浮双效离心热泵全热回收机组、电脑调节阀、上料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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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一体机等 16 种设备，包含设备的采购、安装及调试、售

后服务等。2022年 9月，叶县龙泉乡人民政府通过公开招标，

确定河南颢恒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设备供应商。

该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3,000万元，全部为统筹整合资金。

签订合同金额共计 2,993.59 万元，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264.94万元、设备购置合同金额 728.65万元。截至评价期

结束，该项目共计支出资金 2,095.47万元，完成合同支付进

度的 70%。其中，建设工程施工支出 1731.47万元，完成合

同金额的 77%；设备购置支出 364 万元，完成合同金额的

50%。

二、总体评价结论

运用由评价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

集、访谈、问卷等形式对 2022 年度叶县龙泉乡食用菌科技

产业园（一期）项目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价得分为 83.66

分，绩效评价级别为“良”。总体来看，该项目立项依据充

分、立项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监督管理有效，资金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项目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用途及合同规定用途；项目

管理制度健全、政府采购较为规范，叶县建立有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库，入库项目内容完

整，描述准确，范围合理，并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项目产出总体尚可，工程建设已完成合同约定进度的 82%，

阶段性验收总体合格、工程质量达标。但该项目仍存在绩效

目标设置不够明确，绩效指标与项目计划数不匹配，绩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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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及自评工作质量有待提高；项目开工不及时，合同约定计

划开工时间为 2022年 8月 29日，监理日志显示实际开工时

间为 2022年 9月 14日；项目联农带农机制较为单一，利益

联结机制仅为投资收益返还村集体，未明确其他的联农带农

形式等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改进。

三、主要成绩及经验做法

一是立足土地做文章，打造农业现代化产业园，有效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有序开

展。龙泉乡按照全县“一乡一业”发展格局，把做大做强食

用菌产业作为兴乡富民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采取“企业

+基地+农户”“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联村共建、抱

团发展，借助打造食用菌科技产业园的东风，引导“龙头”企

业及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让更多群众参与到食用菌生产、

加工、销售产业链上。同时，龙泉乡专门成立食用菌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制定《食用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集中

整合资源，用好用活政策，开展“保姆式”服务，重点解决

项目中遇到的技术、资金等问题，加速产业快速发展，带动

村民发展高端菌菇种植，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是各主管部门通力协作，实施过程分工明确、压实责

任，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草厂街村委主要负

责项目申报、对项目开竣工和实施情况进行公开公示，协调

水电、用地、遇到突发性问题及时解决纠纷，保障群众对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监督约束作

用，保障项目顺利实施；龙泉乡人民政府主要负责督促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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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监督施工质量，协调村级与施工单位关系，遇到问题

及时解决，保障项目按预期计划顺利实施，按时、高质完成

项目交付；叶县乡村振兴局主要对整体项目进度进行把控，

督促指导各乡镇按项目实施方案实施项目，保障项目实施过

程中无偏差，对项目实施关键环节进行监督指导，委托监理

负责质量把关，保障项目不存在质量问题。

四、主要问题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科学性有待加强。一方面，绩效目标

设置内容与项目实施内容不匹配。根据该项目入库申请表，

财政资金计划建设内容其中之一为“智能自控系统、能量转

换系统、铝硅镁种植床架 30 套”，但绩效目标产出数量指

标“铝硅镁种植床架，自动化控制，温控，地热能源站设备

等”指标值为“15座”，绩效指标与项目实施内容不一致，

难以精准衡量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另一方面，部分绩效

指标与实际情况脱节。如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中“产出时

效及时性的指标值为不大于 92 天”，但实际签订的建设施

工合同约定工期为 180日历天，二者偏差较大。

二是项目实施进度同预期规划较为滞后。2022年度叶县

龙泉乡食用菌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于 2021年 10月已完

成了村级申报、乡镇审核等基础性程序，但于 2022 年 6 月

才编制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报叶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

项审批，2022年 8月 29日龙泉乡人民政府完成采购工作，

签订实施合同，合同工期约定为 2022年 8月 29日-2023年 2

月 28日，同项目入库申请表中项目实施建设期限“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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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2022年 11月 30日”偏差较大。同时，根据项目绩

效运行监控报告，该项目拟于 12 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实

施进度同监控时段预期计划相对迟缓。

三是项目过程管理精细化不足。首先，项目开工不及时。

工程建设合同约定开工时间为 2022年 8月 29日，但监理日

志显示实际开工时间为 2022年 9月 14日，未及时开工建设。

再次，设备采购合同缺失签订日期，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合

同签订后 45 日历天内”，因此无法确定具体交货时间。最

后，监理日志等项目过程监管材料不完善。根据提供的监理

材料，监理日志仅日常记录监理工作情况、形象进度相关内

容，对于日志中“机械设备投入及运行情况”“施工单位人

员情况”等关键信息未有记录，监理效果难以把握。

四是利益联结机制较为单一。2022年度叶县龙泉乡食用

菌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为产业发展类项目，根据入库内

容描述及项目实施方案，该项目利益联结机制仅为投资收益

返还村集体，未明确其他的联农带农形式。此外，利益联结

机制与联农带农机制描述较为简单、粗糙，无法充分发挥对

项目实施的指导作用，如“集体年收益的 5%由龙泉乡人民

政府结合辖区 35 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发展实际统筹分配使

用”但具体使用情况和分配方案没有详细说明。

五、有关建议

一是合理设置项目目标，强化绩效目标约束指导。建议

项目单位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充分考虑当地农业发展阶段性

特点和预期发展能力，结合平顶山市中长期发展规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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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标准、通用标准等，合理设置项目目标，避免目标过高

或过低，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激励、约束作用。同时，合理

设置绩效目标，提高绩效指标细化、量化水平。建议项目单

位根据绩效目标设置原则，合理设置绩效指标，并从产出、

效益等方面进行细化。定量指标尽量精准、量化衡量，定性

指标应充分结合地方实际与项目特点细化、分解为多个考核

维度，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对于实际工作组织开展的指导、督

促作用。

二是项目前期做好合理的规划设计，强化项目进度管

控。一方面，建议龙泉乡人民政府充分考虑项目建设与实施

周期，合理规划项目计划实施进度安排，制定工作方案，认

真编制项目建议书，做到理由、依据充分，基础资料全面；

同时提高前期对项目了解深度，避免项目实施后实际施工进

度和前期规划存在较大出入。另一方面，建议项目主管部门

提高项目精细化管理，理清并确定项目管理流程各环节的工

作内容、时限要求、具体负责部门以及信息传递方向规范清

晰，精细化程度和管理受控程度不断提高。细化绩效考核，

进一步明确项目及时完工的重要性，在项目管理规章制度和

同业对标考核实施细则中完善考核具体内容和办法，定期对

部门、员工的工作进行评价和考核，确保项目完工及时率。

三是完善项目联农带农和后续帮扶跟进机制。通过政策

引导，根据受扶持村民自身条件与发展需求，与村民建立多

形式的利益联结方式，如股份联结、订单联结、服务联结、

劳务联结等形式，促进利益联结机制多样化，全面巩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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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成果，避免出现复贫、返贫现象。同时，建议各乡镇政

府和村委完善扶持项目后期帮扶跟进措施，并增加浮动收

益，保障实施效果。明确项目建设结束后，如何在一定期限

内继续帮助受扶持村民持续收益等方式方法。可通过对扶持

人口进行定期跟踪、反馈的方式，了解帮扶村有关设施投入

使用、运营情况，以及村民实际生活情况，避免出现脱贫人

口再次返贫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