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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于都县农业农村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于都县农业农村局本级是主管全县农业和农村工作的

县政府组成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承担拟定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

农业机械化、乡村振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综合开发、粮

食流通和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指导

实践等职责。

(二)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

导下，管理和指导县域农业生产；服务“三农”;大力发展粮油

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依法开展农业综合执法；开展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开展动植物

疫病的防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畜禽屠宰管理，创新农

业经营体系；争资争项；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

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试点工作；完成高标农田建设等工作。

二、 部门基本情况

于都县农业农村局纳入部门决算编制单位21个，包括办公

室、计划财务股、全面乡村振兴办、人事、党建、群团、种植业

股、农村股、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养

殖业股、科教信息市场股、政策法规股、农田建设管理股、产业

扶贫办、新农村建设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股、农机服务股、农

业环境监测服务股、农产品质量检测服务股、执法大队等。编制

数257人，其中：行政编制41人、全额事业编制219人。实有人

数260人，其中：在职人员2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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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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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1年度收入总计29386.2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28694.2万元，较2020年增加了5474.09万元，增长

了23.57%；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92万元，较2020年增

加了692元，增长了100%；本年收入合计29386.21万元，较2020

年增加6166.1 万元，增长26.55%,主要增加收入为财政拨款收

入。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8694.2万元，占97.6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92万

元，占2.35%。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1年度支出总计29386.21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29386.21万元，较2020年增加6166.1万元，增长26.55%；主

要支出为农林水等农业项目支出。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5278.58万元，占17.96

%；项目支出 24107.63 万元，占 82.04 %。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1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2620.59

万元，决算数为29386.2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32.84%。

（一）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0520.18万元，决算数为

27626.9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62.61%。主要原因是：增加了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经费、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蔬菜产业园建设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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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28.1万元，决算数为

241.3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5.8%。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319.48万元，决

算数为 340.1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6.47%。

（四）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为0万元，决算数

为 166.8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6.47%。主要原因是行政事

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五）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为0万元，决算数为 319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6.47%。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

费支出。

（六）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为30万元，决算数为 69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30.67%。主要原因是：农业产业奖补、

脐橙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机购置补贴，高标债券资金，受污染

耕地防治工作经费等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278.58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4399.96万元，较2020年增加1063.13

万元，增长了31.86%，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事业单位新考录人

员工资及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人员并入。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795.86万元，较2020年减少181.91

万元，下降了 18.6%，主要原因是：差旅费及公务接待等费用

的减少。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82.76万元，较2020年减少

8381.74万元，下降了99.02%，主要原因是：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等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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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本部门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年初预算数为14.71 万元，决算数为14.7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100%，决算数较2020年减少67.2864 万元，下降了82.06%，

其中：

（一）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4.71万元，决算数为

14.7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决算数较2020年减少

48.2864万元，下降76.65 %，国内接待批次371次822人主要为

省市领导来于都调研农业工作。公务接待费支出减少原因是我

局严格落实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过紧日子工作要求，进一步压

缩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0万元，决算数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

决算数较2020年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全年

购置公务用车0辆。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增加（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无购置计划。

（三）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

2021年我局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1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795.86万元（与部门决

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516.46万元，增长184.84%，主要原因是：资产运行维护支出增加。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1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4.6969万元，较2020年

增加21.4474万元，增长了 40.28%，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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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改革多个单位并入，政府采购需求增加。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支出74.6969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公车4辆，国有资产占用

情况见公开10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

我部门组织了对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了项

目绩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自评，共组织了一个项目

进行了重点绩效评价：即“乡村振兴工作经费项目”。涉及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50万元，

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二）项目具体开展情况。根据中央、省、市文件精神及

我县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赣州、于都

重要讲话精神，出台了《于都县2021年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及

未来五年工作指引》。2021年我县村庄整治建设工作以“五美”

乡村示范点为抓手，制定了“五美”乡村示范点建设系列方案、

通知（《关于开展党建引领“五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

关于持续深入推进党建引领新时代“五美”乡村示范点建设的

通知》、《关于推进长征步道、红军小镇通道沿线村庄“五美”

乡村示范点建设的实施方案》），重点抓好“五美”乡村示范

点建设，提高村庄整治建设质量，推动农村文明建设。经常性

督促指导工作开展，对“五美”乡村示范点建设情况进行了调

研、暗访、督查检查，组织召开了“五美”乡村建设流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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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县领导以及各乡镇党委书记和县直单位负责人实地考核察

看全县各乡镇“五美”乡村示范点建设情况，通过现场观摩、

考核排位，既晒成绩、互学互鉴，又找差距、激发干劲，推动

形成比学赶超、勇争一流的浓厚氛围。组织第三方对“五美”

乡村示范点开展评估、验收、结算评审等工作，高要求、高质

量完成村庄整治建设任务。要求乡镇按照“五有”标准和“五

定包干”要求，积极探索和完善村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村庄

环境保持干净整洁。

（三）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2021年度我县筹措省级财政预算专

项资金选择147个村点开展村庄整治建设，按照每个省级村点财

政奖补资金30万元标准，省、市、县三级按5：2：3的比例配套，

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县147个省级村点省市县三级财政配套资

金，已全部下达至各乡（镇），资金全部用于村点开展村庄整

治建设。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全县新农村建设财政专项资金严格

按照省财政厅、省新村办《江西省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赣财农[2017]34号）精神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了财

务管理制度，资金能够做到专款专用，无挪用和截留现象。各

乡（镇）按职责分工积极参与项目实施监督，确保各项目达到

预期治理目标。

（四）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2021年度我县按时按质按

量完成新农村建设项目（村庄整治建设）目标任务，我县农村

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专项资金使用和效果达到了

预期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35—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数量指标方面，2021年我县完成147

个省级新农村建设村点，改路通达率和自来水入户率均达到了

90%、水冲厕入户率99%，超过年度目标值。质量指标方面，

2021年全县147个省级村点完成了村庄整治建设，验收合格率达

90%，改路、改水、改厕达标率超过了年度项目建设标准。成本

指标方面，我县省市县三级财政专项资金到位率、村点财政专

项资金到位率均达到了100%。时效指标方面，提前完成了村庄

整治任务和村点整治验收工作。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经济效益指标方面，我县投资乘数

（总投资额/省财政资金）达到了2，撬动农民和社会资本收入

9899万元。社会效益指标方面，省级建设村点受益农户和人口

覆盖率均达到了90%，建设村点的村风民风得到提升。可持续指

标方面，完善了村庄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村庄环境保持干净整

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方面，从日

常督导随机调查访谈群众的情况来看，村点村民对村庄整治效

果满意度90%；参与对象满意度指标方面，参与村点整治的基层

干部群众对整治效果满意度90%。

（五）综合评价结论。总体上看，2021年新农村建设能够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目标任务，有效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乡风文明、环境卫生等条件，专项资金使用和效果

达到了预期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乡村振兴等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

绩效目标，乡村振兴等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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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50 万元，执行数为150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主要产出和效果：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于都县农业农村局本级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

来源

年初

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

数(B)
分值

执行

率

(B/A)

年度资金总额
本 级

财政
是 150 150 150 10 1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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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93个“五美”乡村示范点，其中精品类示范点42个、提升类示范

点28个，整治类示范点及23个建筑垃圾堆放点、环保简易鸡鸭圈养棚

、主排水沟项目。

完成了全县93个“五美”乡村示范点，

其中精品类示范点42个、提升类示范点

28个，整治类示范点及23个建筑垃圾堆

放点、环保简易鸡鸭圈养棚、主排水沟

项目建设。

绩

效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分值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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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产出

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1.改路通达率 ≥80% 100% 4 4

2.自来水入户率 ≥80% 100% 4 4

3.水冲厕入户率 ≥80% 100% 4 4

4.23个乡镇建设建

筑垃圾堆放点个数
≥280个 100% 4 4

质量指标

1.村庄整治验收合

格率
≥85% 100% 4 4

2.改路达标率 ≥80% 100% 4 4

3.改水达标率 ≥80% 100% 4 4

4.改厕达标率 ≥80% 100% 4 4

5.建设的建筑垃圾

堆放点、环保简易

鸡鸭圈养棚、主排

水沟合格率

≥95% 100% 4 4

时效指标

1.完成时间
2021年 12

月31日

2021年 12

月10日
5 5

2.验收（考核）时

间

2022年1

月31日

2021年12

月31日
5 5

成本指标
1.财政专项资金到

每个村点数
15万元 8000元 4 4

效益

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1.投资乘数 ≥2 2 5 5

2.撬动农民和社会

资本投入
＞0 2100 5 5

社会效益
1.受益农户和人口

覆盖率
≥90% 1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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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倡导农村乡风文

明
≥90% 100% 5 5

生态效益

指标

1.改路通达率 ≥80% 98% 5 5

2.水冲厕入户率 ≥80% 99% 5 5

3.生活垃圾定点存

放清运率
≥100% 100%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1.基本建立村庄环

境长效管护机制
优 优 5 5

满意

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村民满意度 优 优 5 5

1.建设者满意度 优 优 5 5

总分

填报人： 包小清 审核人： 林球生 单位负责人签字（签章）：王志福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评分标准：（1） 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三档”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100-80%(含80%)、80-

50%(含50%)、50-0%来记分。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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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50%(含50%)

、50-0%合理确定分值。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按B/A或A/B*该指标分值记分。定量

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

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

该指标分值。

3.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4.预算执行率低于85%，绩效得分不得超过90分；预算执行率低于75%，绩效得分不能超过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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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稳字当头保障粮油安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粮食安全的系列指示精神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部署，把发展粮

食生产工作放在农业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一是 稳定粮食

生产面积。全年发展粮食种植面积71.0691万亩，总产量4.37亿

斤，其中谷类播种面积61.3604万亩，豆类播种面积6.9025万亩，

薯类播种面积2.8062万亩。在银坑、 仙下、岭背、车溪、段屋、

梓山、罗坳、禾丰、靖石、利村等10个乡镇建设了大豆制种试

验示范基地2万亩，为民族种业发展贡献了“于都力量”。二是

提升生产质量。围绕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目标，

以防止抛荒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和秋冬种生产工作为重点，认真

开展了粮油作物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培训、推广工作，通过

集中技术培训、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种植示范点现场教学、

接受农民技术咨询、送科技下乡等方式，全县培训人次1000余

人，印发宣传资料1500多份。三是保障农户收益。顺利完成了

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全县共发放补贴农户15.5315万

户，补贴总面积502109.446亩，补贴总金额56236257.95元。完

成早稻种植奖补资金发放4733.9047万元，正在拨付晚稻奖补资

金3155.9365万元。四是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高质量完成2020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6.13万亩，启动建设2021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2万亩，全县累计建成高准标农田25.9257万亩。完

成机耕作业面积30.5万亩，完成机播、机插作业面积15万亩，

机收作业面积2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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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因地制宜布局蔬菜、脐橙、茶

叶及生猪、肉禽养殖等特色产业，瞄准“规模、结构、市场”

三个方向持续发力。一是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完成设施蔬菜基

地建设8200亩，建设露地蔬菜基地4500亩，全县蔬菜年播种面

积22.3万亩，产量50.7万吨。保障畜禽产品供给安全和维护正

常渔业生产健康发展，全县生猪预计存栏23.4216万头，能繁殖

母猪2.1万头，预计出栏41.9606万头。全县家禽预计出笼3843

万羽，预计存笼1738万羽，牛预计出栏4.6126万头，预计存栏

10.5936万头。全县猪牛羊禽肉预计产量10.7386万吨。全县水

产养殖面积达到48966亩，水产品产量达到32065吨。二是调优

产业整体结构，抓好蔬菜加工项目建设，引进深圳市茂雄实业

有限公司在梓山镇河坑村投资建设蔬菜高效种植示范基地、分

级加工、冷链仓储、营销等项目，目前项目成功落地实施。积

极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投资打造畜禽养殖全产业链，栖岭

肉鸡（鸭）种苗孵化基地顺利竣工，总部经济项目稳步推进，

养殖链条不断向种苗孵化、屠宰、加工等上、下游延伸完善。

三是加快品牌市场开拓。积极组织县内农业企业参加在信丰县

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产业合作交流大会（赣州），在井岗

山举办的“学党史 办实事 助三农”广东荔枝红色之旅--“粤

品进赣 赣品入粤”活动以及在南昌举办的第三届江西“生态鄱

阳湖·绿色农产品”博览会等各类展示展销会，进一步拓宽了

我县农产品营销渠道。成功组织协办了在我县举办的“兴产业

促消费·庆丰收感党恩”农产品展览活动。在江西、广东两省

农业”粤品进赣赣品入粤"活动中，成功与广东省惠来县签订农

业结对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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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着力打造“于都富硒”品牌。深挖资源富硒禀赋，狠抓

于都富硒公用品牌建设，全面启动富硒农业建设工程。一是完

善政策体系，全力打造富硒蔬菜、富硒脐橙、富硒稻米、富硒

茶叶、富硒鸡蛋五大产业，积极出台各产业富硒品牌发展方案。

制定了《于都县富硒农业产业发展实施意见（试行）》（于府

办发〔2021〕66号）文件，努力构建起富硒品牌突出、龙头企

业带动明显、产业体系健全的发展格局。二是强化产业支撑，

推动成立于都县粮油行业协会、于都县赣南脐橙产业协会、于

都县蔬菜协会等3个行业协会，为富硒产业发展构建平台。积极

与北京中农硒科研究院、中化农业、江西农大、赣南科学院、

南京功能农业农创园等专家科研团队开展科研合作，强化富硒

产业技术支撑。三是强化标准制定，联合国际硒研究学会、国

家功能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等业内一流

单位，编制富硒农业标准5项，已发布3项；其中，县收储公司

富硒大米企业标准荣获国家粮油产品企业标准“领跑者”称号。

四是打造富硒基地。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全县建立富硒产业基地4.1万亩，其中富硒水稻示范基

地2万亩（示范带动10.2万亩富硒水稻种植），富硒脐橙示范基

地1万亩，富硒蔬菜示范基地1万亩，富硒茶叶示范基地1000亩。

我县成功获评“中国富硒脐橙产业基地”。五是强化品牌推广。

整合县内检测资源，全面推进富硒农产品质量抽检工作，累计

送检230余个样品，推动“于都硒”“雩都大米”商标注册，引

导经营主体完成商标注册5个，完成富硒农产品认证46个，全方

位打造区域品牌。

4.长效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一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对标五年提升行动目标，全域化推行农村环卫“全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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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三方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实现有效治理。全年累计清运

农村生活垃圾61.53万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数量1008吨、乱堆乱放1.65万处、铁皮棚等乱搭乱建13万平方

米、拆除老旧房屋及畜禽棚舍等残垣断壁1.87万平方米。在祁

禄山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循序渐进，逐步铺开，促

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二是高质量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秉承“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

的理念，做好“四化”改造，全年完成新农村建设点384个，覆

盖户数21413户，覆盖人口数达96551人。重点打造了梓山镇、

靖石乡等美丽宜居示范乡镇，打造了梓山镇安和村祠堂组、靖

石乡长赖村大湾组等37个村点共6273户美丽庭院。积极动员组

织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会员参与新农村建设，发展新农村建设促

进会会员人数11个，成立乡镇新农村建设促进分会3个，经促进

会平台捐资捐赠数共计5260万元。三是高水平打造“五美”乡

村示范点。大力开展美丽宜居示范创建，打造了162个“五美”

乡村示范点，建设过程中大力拆除旱厕、零散附属房及闲置房、

围墙、闲置牛猪栏等有碍观瞻的建筑物，大力整治杂乱杆线、

乱堆乱放等乱象，完成改路33.03公里、改厕758户，大力发展

蔬菜大棚、菜园、果园等产业。四是全面推进农村户厕问题摸

排整改。切实做好全县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完成全县数据

采集218109户，采集覆盖率达100%。摸排出问题厕所数177660

个，完成立行立改12个，计划长期整改177658个。

5.严格抓好农业安全生产。一是全方位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种植业产品中农药残留项目、鸡肉中沙星类兽药残留项目、

水产中沙星类兽药残留项目全部顺利通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技术能力验证。严格落实上级下达的定量检测任务1665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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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扎实开展了农资打假专项执法行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

工作、粮食流通“亮剑2021”专项执法行动等工作，严厉打击

了电毒炸等非法捕鱼行为，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96人次，

出动执法车(船）300余次，立案查处39起涉农案件，罚没金额

12.598万元。二是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积极开展检疫性农

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防控，水稻、柑桔、蔬菜等病虫害防治，通

过综合防治挽回损失约6.5万吨。高效组织乡镇开展了红火蚁防

治，完成防治面积31.25万亩次。通过信息、微信等方式发送主

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信息18000条，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

培训。举办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班7期，培训人员达326人次。

三是高水平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

技兴农。全面抓好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控，深入推进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集成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推动绿色防控与统防统

治融合发展。同时稳步有序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完成受

污染耕地治理面积12459亩，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加强

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我县被列为2021年全省追溯管理与推

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先行先试单位，全年新申报绿色

食品16个，有机农产品3个，15个农产品已通过市里绿色现场检

查，1个有机农产品已取得证书。

6.不断提高为民服务水平。一是强化农村人才培训。认真

组织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通过赣州农校分四期开展培

训，培训人数达350人。同时组织了8人参加市级高素质农民蔬

菜班培训，7人参加脐橙班培训，4名参加农机手培训。积极开

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促振兴”农业大讲堂

下基层宣讲，培训人次达1000余人，发放各类宣传手册1200余

份。二是大力培育农村新兴经济主体。全县培育县级以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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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家，其中国家级3家、省级4家、市级4家、县级8家。培育

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16家，其中省级6家、市级5家、县级5家。

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43家，其中省级7家、市级36家。顺利完

成惠农信贷通、产业振兴信贷通等发放工作。惠农信贷通完成

放贷448笔，放款总额23428万元；产业振兴信贷通完成放贷

5059笔，放款总额49340.52万元。三是激活村集体经济活力。

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护，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完

成全县23个乡镇357个村的清产核资登记清查，实现了网络监管。

全县357个行政村经营收入都达10万元以上，其中100万元以上

的有20个，村均经营性收入30.23万元。357个行政村村级财务

全部进入赣州市三资管理系统，彻底清除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混

乱问题。

7.坚决开展涉粮领域巡察整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关于专项整治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配

合各级巡察组开展粮食流通领域专项巡察监督检查工作，认真

开展了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行动，深入查

摆问题，自觉剖析原因。针对省委巡察组反馈和自查自纠发现

的17个问题，逐条对照，逐项梳理，落实责任领导、责任股室、

具体联络人，定人定岗定责，统筹抓好问题专项整治，定期梳

理问题台账，明确整治重点、制定整治措施、划定整改期限、

压实整治责任，确保我县涉粮问题得到有效根治。提成完善出

入库管理、安全储粮、安全生产等5类规章制度49条，全面落实

到位，有效补齐了涉粮领域存在的短板漏洞。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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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拨款：是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是指农业农村

局本级为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单位负担部分。

三、住房公积金：是指农业农村局本级为在职人员缴纳的

住房公积金单位配套部分。

四、年初结转和结余：是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五、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

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于都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0月26日


	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八、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九、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二、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三、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能
	二、 部门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