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是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文件精神，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结合我镇实际制定乡村振兴

项目,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00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资

金。

1.项目申报的可行性：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农村振兴

工作决策部署，实施农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

农民工作的新旗帜和总体起点，促进农村振兴，加快农业强、

农民富、农村美。

2.项目申报的必要性：乡村振兴可以促进农村经济，解

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的发展带来生机，打破城乡二元

化的界限，实现城镇一体化发展。

3.实施范围：我镇 21 个乡镇

4.实施内容：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善治队伍；狠抓经济

发展筑牢振兴基础；创新枫桥经验，构建和谐生活；引领乡

风文明推动乡村振兴;完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完成乡村治

理任务清单；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创新

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全面推行村级事务公开制度；培育壮大

村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依法治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振

兴、生态文明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阶段性目标是 2022 年

底，乡村道路有所完善，农村环境有所改善，农村人均收入

有所提高，乡风文明精神文明得到提升，人民幸福感增强，

满意度提高。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了解乡村振兴配套资金财政支出管

理使用情况和管理情况、项目组织和实施情况，强化支出责

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总

结经验，分析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 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

1.绩效评价原则。

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的原则；坚持绩效评价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的原则。

2.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自评和群众满意度调查相结合

3.绩效指标体系及标准。



设定资金执行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 4

个一级指标，每个指标下设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并设定每

一个指标的评分标准，经项目自评打分，再由绩效评价小组

内部考核评分，最后形成绩效考核结果。

（三）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根据年初预算安排，镇党委研究，成立了

由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工作组，对各村乡村振兴情况进行了收

集分析研究，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组织实施。工作小组采用现场调研、听取各村相关人

员的情况介绍、到实施实地考察等形式开展现场考评。

3.分析评价。根据现场考评情况，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

理、汇总分析，进行评分，最终形成综合性书面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开展项目绩效自评项目的得分 100，评价等级为

“优”，项目开展的总体情况优秀，年初预算 300 万元，全

年执行数 300 万元，执行率 100%。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舒城县干汊河镇人民政府乡村振兴项目是我镇 2022 年

预算项目之一，立项依据为 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精神、《干

汊河镇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实施意见》干发



[2021]38 号文件。

（二）项目过程情况。

1.强化组织领导。镇成立由党委书记、镇长担任组长，

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镇相关单位负责人和 21 个村（街）

党组织书记为成员的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

2.建立协同机制。严格落实相关责任，加强部门联动，

建立乡村振兴工作协同运行机制。镇乡村振兴办公室发挥牵

头抓总作用，强化统筹机制、具体知道和督促落实，对乡村

振兴工作情况开展督导，对乡村振兴政策开展评估。

3.强化工作保障。乡村振兴工作纳入经济工作会议考核

表彰内容和党组织书记述职内容。

（三）项目产出情况。

1.数量指标：新建道路 2 条，长 5KM，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落实村主要负责人公选预任培养制度，

抓好村干部培训和学历提升教育，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

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中心村民

组长队伍建设，推进：“四联四帮” 工程，充分发挥五老人

员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建立乡村人才库，乡土建设、文化

传承人队伍建设机制，发展村级特色产业，培养新型农村经

营主体和新型农民，着力发展农村电商、农村旅游、农家乐，

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就业创业、坚持警务通达工程，多远化

解矛盾，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建设幸福乡村，加强文化引领，



培育乡风文明，建立健全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持续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深化“改厕、垃圾、污水”三大革命。

2.质量指标：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经费支出合规

3.时效指标：2022 年年底完成、经费支出及时

4.成本指标：300 万元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有效地改善脱贫村和非贫困村道路，各村

村庄道路的改善方便了群众出行，

2.经济效益：群众出行成本降低，方便人们来乡村旅游，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充分利用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产业政策，谋划产业到村项目，以产

业兴旺带动村经济发展。

3.生态效益：人居环境明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

升。

4.可持续发展影响：精神文件建设显著改善。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最美家庭等活动，培育文明乡风，深入挖掘农耕

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打造村史

馆、家训上墙、乡愁记忆等精神文明建设。

5.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95%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1)强化组织领导。镇成立由党委书记、镇长担任组长，

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乡村振兴办成员的乡村振兴工作领



导小组，组织协调我镇的乡村振兴工作。

(2)建立协同机制。严格落实相关责任，加强部门联动，

建立乡村振兴工作协同运行机制。

（3）强化工作保障。乡村振兴纳入经济工作会议考核，

大力选树宣传乡村振兴各类先进典型。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战略认识程度不够深，缺乏政策、

资金扶持，村集体经济薄弱，镇级财政不足，农村人才匮乏。

七、有关建议

建议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扶持力度，加大政策扶持、

项目扶持、资金扶持力度，提供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

各类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