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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

（一）（一）（一）（一）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改善惠州市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生产和生

活条件，切实为贫困地区群众解决“五难”问题。根据《关

于下达 2016 年市级扶贫开发专项资金的通知》（惠财农

〔2016〕184号）和《关于下达 2016年市级扶贫开发专项资

金（扶持革命老区建设及搬迁专项资金）的通知》（惠财农

〔2016〕86 号）等文件要求，2016 惠州市财政局安排 473

万元用于山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落后生产生活条件的改

善、新时期精准扶贫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及扶贫开发信息

化管理和业务培训。

2.项目实施情况

2016年度惠州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共计 473万元，主要

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主要内容

如下：

（1）扶贫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山区贫困地区落后的

生产生活条件。该类资金共涉及 19 个基础设施项目，其中

已完成 13个项目，6个项目正在施工，项目完成率 68.4%，

共有 15个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已完成 6 个项目，9

个项目正在施工，项目完成率 40%。

（2）扶贫双到信息化管理经费主要用于新时期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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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扶贫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及扶贫开发信息化管理和业

务培训等工作。该类经费项目共有 4个，涉及惠城区农业局、

惠东县农业局、博罗县农业局、龙门县扶贫办。但仅惠东县

农业局完成该项目，项目完成率 25%。

（3）扶持革命老区建设及搬迁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改善

革命老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老区村建设项目建设项目 55个，

已完 45个，项目完成率 81.8%。

（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二）项目绩效目标

1.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完成 19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改善

村集体的生产生活条件，为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2.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通过田水利机耕道设施维修

建设，改善农民耕作条件，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

3.扶贫扶贫扶贫扶贫““““双到双到双到双到””””信息化项目信息化项目信息化项目信息化项目，通过扶持村公益事业公共

设施项目建设，促进村文化建设和农村科普实用技术的普

及。

4.扶持革命老区村（小组）项目扶持革命老区村（小组）项目扶持革命老区村（小组）项目扶持革命老区村（小组）项目，老区村项目建设，改

善革命老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增

强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能力，增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基层组织建设。

（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2016年实际到位资金 473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截至2017年7月31日资金已使用337.11万元，支出率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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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总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总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总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总表

扶持方向 县（区）
资金预算

（万元）

使用金额

（万元）
支出率

扶持革命老区建设及搬

迁专项资金

惠城区 13 0 0.0%

惠阳区 28 28 100.0%
惠东县 59 9 15.3%
博罗县 92 92 100.0%
龙门县 125 125 100.0%
大亚湾区 10 10 100.0%
仲恺区 6 6 100.0%
小计 333 270 81.1%

扶贫项目资金

惠城区 23 6 26.1%
惠东县 31 14 45.2%
博罗县 30 6 20.0%
龙门县 31 31 100.0%
小计 115 57 49.6%

扶贫双到信息化管理经

费

惠城区 3 0 0.0%
惠东县 10 0 0.0%
博罗县 6 4.11 68.5%
龙门县 6 6 100.0%
小计 25 10.11 40.4%

合计 473 337.11 71.3%

二二二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

本项目绩效得分为 80.7分，绩效等级为“良”。

2016201620162016年度惠州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年度惠州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年度惠州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年度惠州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绩效评价评分表绩效评价评分表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指
标

权重

(%)
三级指标

权重

(%)
评分

绩效
影响

50

前期准
备

20

论证决策 7 7

目标设置 7 5

保障措施 6 4

资金管
理

15

资金到位情况 3 1

资金支付情况 5 3.5

支出规范性 7 7

事项管 15 实施程序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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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权重

(%)
二级指
标

权重

(%)
三级指标

权重

(%)
评分

理 管理情况 5 5

绩效
表现

50

经济性 5 预算(成本)控制 5 5

效率性 10

基础设施项目完成率（%） 2 1.4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完成率

（%）
2 0.8

扶贫“双到”信息化项目完成率
（%）

2 1

扶持革命老区村（小组）项目数
量完成率（%）

2 1.6

项目完成时间 2 1.4

效果性 30

道路、桥梁、路灯改造受益群体
人数

6 5

解决了饮水难群众人数（人） 6 5
水利设施维修改造解决了灌溉

难农田面积（亩）
6 5

扶贫区带来的生产、生活条件改
善情况

6 5

可持续发展 6 4

公平性 5 公共属性（满意度） 5 4

合计 100 80.7
注：综合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低、差五个等级，其中：优秀（得分≥

90）、良好(90>得分≥80)、中(80>得分≥70)、低(70>得分≥60)、差（得分<60）。

（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一）主要绩效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大部分能按照计划实施完

成，其主要绩效如下：

1.完善了基础设施。改善了山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落

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通过村道硬底化工程、桥梁

工程配套建设、饮用水工程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建

农家书屋和问题广场附属工程等工程的实施，着力改善贫困

地区、老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公益事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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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命老区精神得到发扬。通过对革命老区标志性建筑

的修缮，发扬革命老区开拓创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

神，是当代青少年的重要精神教育基地。通过全方位、多角

度地宣传革命老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突出成效，扩大其影响

力和知名度，让更多的人来参观缅怀，让更多的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在这里开展，真正发挥其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的

作用。

3.改善了办公环境，增强了人才队伍。通过采购办公设

备，改善了办公环境，提高了业务人员办事效率，更好地服

务群众；另一方面对业务人员的培训，能让业务人员的专业

技术基础更扎实，在促进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村科普实用技术

的普及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二）（二）（二）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1111....资金分配方案上报不及时，影响项目的进度资金分配方案上报不及时，影响项目的进度资金分配方案上报不及时，影响项目的进度资金分配方案上报不及时，影响项目的进度

2016 年度惠州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下达的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因扶贫办的资金分配方案涉及村镇多，材料上报

工作完成后，县区农业局要充分调研上报项目的真实性、急

缓性，筛选确定后于 10 月才上报财政局，方案上报的不及

时，使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导致部分项目未能完成，影响项

目的进度。如惠城区横沥镇岚联村的“三面光水渠建设”项

目，在资金 11 月下达后还要做实施方案、项目询价、招招

标等前期工作，时间不足，未能完成当年任务。又如惠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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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沥镇大岚村的“河道整治及河底硬底化”项目，同样要枯

水期才方便开展对河道的整治工程，因此截至评估时，就“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未完成的村有 9个。

2222....项目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的资金管理办法不够不够不够不够完善完善完善完善

（（（（1111）项目管理单位未出台相配套的工作指引。）项目管理单位未出台相配套的工作指引。）项目管理单位未出台相配套的工作指引。）项目管理单位未出台相配套的工作指引。

项目管理单位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惠州市农业局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广东省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报账制实

施办法》等办法对资金进行管理，但调研过程中发现管理单

位并未在上述资金管理办法的框架下出台相配套的工作指

引，导致资金使用单位在实际操作中工作衔接不够通畅。因

本项目资金具有资金使用单位多、涉及镇街多等特殊性，不

能单一地参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同时执行单位多

为村干部，业务水平存在差异，容易出现“钱到了不知道怎

么使用”或“钱花了不知道怎么报账”的尴尬局面。项目实

施过程中资金使用单位对资金配套方式、招投标的金额和流

程等执行步骤了解程度不够，直接影响了项目实施的整体进

度。

（（（（2222））））扶贫扶贫扶贫扶贫““““双到双到双到双到””””信息化项目信息化项目信息化项目信息化项目资金资金资金资金未对未对未对未对使用对象使用对象使用对象使用对象、、、、范范范范

围围围围、、、、用途作用途作用途作用途作进一步明确进一步明确进一步明确进一步明确。。。。扶贫“双到”主要用于新时期精准

扶贫扶贫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及扶贫开发信息化管理和

业务培训等工作。项目的管理办法《惠州市农业局专项资金

与项目管理办法》并未对合并的专项作出进一步的指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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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地方如下：一是业务培训对象未明确，未明确培训对

象是管理单位还是实施单位；二是使用范围未明确。因本专

项由三子项合并而成，但未明确业务培训资金的使用范围是

只对本子项还是其他两个子项同样适用。三是工作内容未细

化。如信息化管理与农业局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如何划分。

3333....资金分配额度采用资金分配额度采用资金分配额度采用资金分配额度采用““““一刀切一刀切一刀切一刀切””””，精准度不足，精准度不足，精准度不足，精准度不足

通过对资金使用方向和使用金额的统计分析，本项目对

资金的分配额度过于粗放，如“维修道路”、“修建文体广

场”各项目均为 4万元， “道路硬底化”均为 5万元。据

反映，个别项目如维修渠道，实际需要金额并未达到 4万元，

而安装路灯类项目的资金需求远远高于扶持金额，因此目前

资金分配额度的“一刀切”的模式，既容易造成资金的积压，

也容易造成资金的不足，从资金的科学利用分析，精准度不

足。

4444....前期费用成本过高，个别镇街的规定脱离实际前期费用成本过高，个别镇街的规定脱离实际前期费用成本过高，个别镇街的规定脱离实际前期费用成本过高，个别镇街的规定脱离实际

（（（（1111）个别乡镇招投标要求脱离实际。）个别乡镇招投标要求脱离实际。）个别乡镇招投标要求脱离实际。）个别乡镇招投标要求脱离实际。根据《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要求单项工程合同估算 200

万、设备采购单项合同 100万元以上、勘察设计等服务单项

合同在 50 万以上均要求采购，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

价和提高投资效益，但本项目资金规模远远未达到必须招投

标的额度。个别镇街（如龙潭镇）要求 5万元项目必须在镇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该做法脱离了实际，前期工作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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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长，若出现流标情况则又延长了工程周期。

（（（（2222）设计、施工、预算造价均要求出具专业报告（成）设计、施工、预算造价均要求出具专业报告（成）设计、施工、预算造价均要求出具专业报告（成）设计、施工、预算造价均要求出具专业报告（成

果果果果）））），，，，造成前期费用成本过高造成前期费用成本过高造成前期费用成本过高造成前期费用成本过高。。。。项目实施的类别中，大部分

项目综合技术要求不高，如村道硬底化建设、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的三光渠建设、维修道路等，均要求设计、施工、预算

出具正式的报告（成果）才能实施报账。因项目费用不高，

导致该前期费用的占比略高。经座谈了解，前期费用约占项

目总支出的三分之一，真正落实到建设主体、发挥作用的资

金明显被削减。

三三三三、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

（一）（一）（一）（一）调整前期工作思路调整前期工作思路调整前期工作思路调整前期工作思路，，，，提前做好资金使用计划。提前做好资金使用计划。提前做好资金使用计划。提前做好资金使用计划。

首先，项目申报涉及的村镇较多，县区农业局起着重要

的协调作用，建议采用统筹协调，同步开展的方式。即以镇

为单位，镇辖村委的资料填报完成后，县区农业局马上对该

镇辖村委的情况进行调研核查。对比现在县区整体填报完成

后再进行调研的方式，通过发挥县区农业局的能动性，大大

缩减前期的工作时间。

然后，针对有特定作业时间的项目，如“三面光水渠建

设”、“河道整治及河底硬底化”，建议资金使用单位提前

做好询价、准备招投标材料等前期工作，采用事前规划，提

前介入的方式，力争缩短前期工作时间。

（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加强财政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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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基层干部业务水平不一的问题，建议加强基层干

部的业务培训。造成基层干部业务水平差异的原因一是实施

的村、革命老区较多，其中涉及基层事务繁杂，对干部的业

务素质要求比较高，二是缺乏相应的培训，缺乏相应的业务

经验，而集中培训又难度大、成本高，导致这种矛盾情况的

积压日逾严重。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各资金使用单位归纳

实施过程的短板并向管理单位反馈，由市扶贫办牵头，针对

扶贫工作的开展出台相对应的操作手册，精细到实施过程的

每一步，使每一位基层干部都能“有法可依”。

2.建议做好扶贫资金补助对象的梳理。随着《广东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广东省 2277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

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规划编制指引〉的通知》（粤建村函〔2017〕

2537号）的下达，惠州约有 40个贫困村在重点建设项目中。

该文件于 2017年 8月开始实施，直至 2025年将一直是省扶

贫工作的重点。而纳入重点建设项目的贫困村，在整治提升

村容村貌、村道硬化、生活污水处理等方面的建设也成为其

他贫困村建设的示范、标杆。如本专项中补助对象同样有村

道硬化，同类型项目整治标准可逐步向省级规范化标准靠

拢。已纳入贫困村重点建设项目的农村，明年不可再申报本

专项。这既让本项目的资金得到充分利用，也能让相关单位

做好衔接，做好下一阶段的任务计划。此外建议扶贫“双到”

信息化项目资金对使用对象、范围、用途作进一步明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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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资金类型为部门日常支出的运转性资金项目，不建议

纳入本专项中。

（三）优化资金分配方法，强调扶贫精准度（三）优化资金分配方法，强调扶贫精准度（三）优化资金分配方法，强调扶贫精准度（三）优化资金分配方法，强调扶贫精准度。。。。

针对资金分配“一刀切”的问题，建议条件允许下，先

统计各扶贫村项目的建设内容和预算金额，按照项目需求与

项目的轻重缓急统筹安排资金。同时应注意因为专项资金规

定“对资质对象公平对象、不得有歧视现象或人为设置障碍”

的公平原则，为了避免让扶贫村产生资金分配“不公平”的

错误想法，各村负责人要做好相应的思想工作，解释资金使

用的原则。每年的扶贫资金额度有限，通过优化资金分配方

法调整资金的分配比例，逐步实现按需分配。

（四）立足项目实际、精简工作流程（四）立足项目实际、精简工作流程（四）立足项目实际、精简工作流程（四）立足项目实际、精简工作流程。。。。

1.技术要求不高的项目统一由施工单位配合前期工作。

由于道路硬底化、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道路或围墙维修等一

系列对综合技术要求不高的项目，建议由村、区的施工单位

提供工作方案和项目预算，择优选取，若无施工单位再走镇

招投标程序。

2.项目税费提供优惠或减免。因本项目的项目金额普遍

不大，施工单位（或预算单位）在预算中将约总工程量 11%

的税费也计算在项目预算中。资金扶持的地区非发达地区，

金额不大，若再从有限的资金中扣除税费，真正落实到建设

主体、发挥作用的资金明显被削减。建议由扶贫办牵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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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施扶贫项目的企业或单位，提供减税或退税的优惠政

策，体现“扶持资金”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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