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作物育种中心）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
效自评得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数 分数 备注

12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12.1 科技创新引导项目 35 95.63

12.2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 371 95.87

12.3 成果转化项目 110 93.91

12.4 重大科技平台建设提升项目 188 97

12.5 2023种业提升工程项目 35 98

12.6 宁夏农作物南繁育种基地救灾资金项目 80 98

12.7 2023自治区东西部联合研发专项 190 95.96

12.8 2023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93.41

12.9 2023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8 95.43

12.1 2023年自治区特色产业重点研发项目 187 94.57

12.11 2023年自治区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项目 54 暂未评价
依据2023年宁财〔教〕指标〔2023〕766号指
标文件的通知，本项目不做绩效评价。

12.12 2023年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项目 90 95.35

12.13 2023年自治区科技基础条件建设 30 暂未评价
依据2023年宁财〔教〕指标〔2023〕766号指
标文件的通知，本项目不做绩效评价。

12.14
2023年自治区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专项第四
批计划(技术交易补助)项目

14.7 98

12.15 2022年青年拔尖人才 7 87

12.16 2022年度人才工作载体和特聘专家 3 96

12.17 2023年自治区博士工作补助安家 34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成果转化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110.0万 110.0万 103.55万 10 94.13 9.41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10.0万 110.0万 103.55万 — — —

上年结转

资金
2.71万 2.71万 — 100%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年度建设内容：1.建立核心示范点3个，服务新型经营主体

3个，新品种展示示范20个以上，新技术集成示范3项以上，核
心示范面积3000亩以上，技术辐射6万亩，提出种植模式2项，

形成分析、测试报告1项，科技成果转化1项，发表论文1篇，专

利授权1项。提供技术咨询的技术服务1项，举办各类技术培训

、观摩会5场次以上，培训人员350人次以上。实现节本提质增
产增效100元以上，合计增加效益600万元以上，项目投入产出

比≥1：5。2.建立优质水稻品种绿色生态技术示范基地2个，示

范优质水稻品种宁粳43号、稻花香和隆优619等3个品种。示范

面积500亩，其中永宁示范100亩、平罗示范400亩、开发中高端
大米产品1个；创新“优质品种+绿色生态种植技术+高端产品”

一体化的成果转化和服务产业模式。3.在景观农业区和田园综

合体建立观赏向日葵核心示范基地，对引进观赏日葵新品种和

转化品种及景观布局关键技术展示示范；同时对转化新品种宁
赏葵1号、宁赏葵2号、宁赏葵3号进行制种技术研究，助力我区

生态农业、田园综合体及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1.建立核心示范点9个，新品种展示示范30个以上，新技术集成
示范8项以上，示范面积4000亩以上，技术辐射8万亩，亩均节

本提质增产增效100元以上，三年累计增加效益2000万元以上，

项目投入产出比≥1：5，举办各类技术培训、观摩会5场次以

上，培训人员400人次以上。2.服务新型经营主体10个，核心示
范面积4120亩，技术辐射8.06万亩；新技术集成示范12项，新

品种展示54个； 实现农作物亩均节本增效103.2元，综合增加

效益874.3万元，投入产出比为1:12.5，节肥3.0%；申请专利4

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项；技术培训活动10次，培训农民506
人；3.建立示范基地3个，示范品种3个，示范面积517亩；4.在

景观农业区和田园综合体建立观赏向日葵核心示范基地3个，对

引进观赏日葵新品种和转化品种进行景观布局关键技术展示示

范；同时对转化新品种宁赏葵1号、宁赏葵2号、宁赏葵3号进行
关键制种技术研究，助力我区生态农业、田园综合体及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发表论文3篇，登记品种3个，成果登记3项。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建立核心示范点 6个 9个 3 2 无偏差

 指标2：举办观摩会 5次 6次 3 3 无偏差

 指标3：核心示范面积 ≧3065亩 4724亩 3 3 无偏差

 指标4：新品种展示示范 30个 30个 3 2 无偏差

 指标5：建立科普基地 1个 1个 3 3 无偏差

 指标6：转化新品种 3个 5个 3 3 无偏差

 指标7：引进观赏向日葵新

品种
13个 13个 3 3 无偏差

 指标8：培训人员 ≧330人 506人 2 2 无偏差

 指标9：开展农民技术培训

活动次数
6次 10次 3 3 无偏差

 指标10：分析、测试报告

数量
1份 1份 3 3 无偏差

 指标11：产品、装置、设

备开发数量
1项 1项 3 3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示范点示范效果 良好 良好 3 3 无偏差

 指标2：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 3 无偏差

 指标3：亩均节本提质增效 ≥100元 103.2元 3 3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31日

2023年12月

31日
3 3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科研业务费 34.71万 28.16万 2 1.5 资金结转，2024年支出

 指标2：试验材料费 48万 48.0万 2 2 无偏差

 指标3：其他费用 30.1万元 30.1万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示范点作物产量 明显提高 提高 8 7 有待进一步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不同作物示范效果 显著提高 提高 8 7 有待进一步提高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盐碱地改良利用 有效提高 提高 8 7 有待进一步提高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带动产业发展水平 效果显著 有效果 6 6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新型经营主体满意

度
≧92%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3.91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科技创新引导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
额：

35万元 35万元 28.45 10 81.28% 8.13

    其中：
当年财政拨

款

35万元 35万元 28.45 — —

上年结转资

金
2.11 2.11 — 100% —

         其
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选用宁夏春小麦种质资源，通过测定其籽粒硬度值，分子检测籽

粒硬度不同等位基因，探明宁夏春小麦种质资源籽粒硬度基因型分
布及其与籽粒粒质的关系，为宁夏小麦品质育种提供理论依据。2.

筛选玉米萌发阶段耐盐的种质资源，阐明玉米萌发阶段耐盐的机理

。3.通过对创制的褐色叶脉（bmr）突变玉米材料进行表型鉴定、

木质素等成分含量测定，揭示褐色叶脉突变体及其改良材料的性状
特点和遗传规律，提高玉米遗传育种研究水平。4.采用稻瘟病重组

自交系，对重组自交系群体材料的表型进行鉴定，利用分子技术进

行基因检测，通过将表型数据与基因检测结合分析，定位出稻瘟病

抗性相关基因，为宁夏水稻抗稻瘟病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提供参
考。5.针对宁夏优质早熟鲜食玉米品种及种质资源短缺、绿色高效

栽培技术缺乏尤其是麦后复种优质鲜食玉米品种和关键技术缺乏的

问题，引进国内外优质早熟鲜食玉米品种，开展优质鲜食玉米新品

种筛选及冬春小麦后茬高效关键栽培技术研究；集成优质早熟鲜食
新品种及复种关键技术，开展冬春小麦后茬大面积示范。

1.以一个稻瘟病重组自交系为试验材料，开展稻瘟病大田表型

鉴定及分子检测研究。通过表型鉴定，重复筛选出抗稻瘟病19
株，感稻瘟病材料17株，建立抗感池。经过全基因组重测序、

比对参考基因、SNP变异检测等步骤，初步定位出优异等位基

因位点12个，经过后续进一步分析，筛选出效应较大QTL位点

2个，为区域水稻抗稻瘟病研究提供技术支持与材料支撑，发
表学术论文1篇；2.鉴定了33份耐盐性材料的生育期、植株、

抗耐性、穗粒等表型，确定盐碱影响较大的时期分别是种子吸

胀萌动期、苗期、和开花期。3.试验研究了33份耐盐突变体的

发芽率、萌发速率，分析了苗期盐碱胁迫的叶片、根脯氨酸含
量等指标变化情况，筛选出3份耐盐材料。4.发表论文2篇，培

养相关研究人员1名；5.5.引进国内外早熟优质鲜食玉米新品

种16分，筛选出了适宜冬春小麦后茬复种的新品种2份，初步

研究出了春小麦后茬复种鲜食玉米关键技术1项，开展冬春小
麦后茬复种优质鲜食玉米示范110亩；6宁夏春小麦种质资源

200份参试材料中，硬质麦158份，混合麦11份,软质麦31份,

分别占参试材料的79%、5.5%、15.5%。硬质麦中Pina-

D1b/Pinb-D1a和Pina-D1a/Pinb-D1b为48.1%和38%，Pina-
D1r/Pinb-D1a和Pina-D1a/Pinb-D1p为1.9%和8.2%，Pina-

D1b/Pinb-D1a籽粒硬度值显著高于Pina-D1a/Pinb-D1b和

Pina-D1a/Pinb-D1p。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

标

研究报告数量 1份 2份 3 3 无偏差

分析、测试报告数量 3-4份 4份 3 3 无偏差

引进优质早熟鲜食玉米新品

种
≧15份 16份 4 4 无偏差

建立优质鲜食玉米新品种及

冬春后茬复种关键技术示范
≧100亩 110亩 4 4 无偏差

筛选出适宜引黄灌区冬春麦

后茬复种的鲜食玉米品种
1-2个 2个 4 4 无偏差

发表论文 3-4篇 3篇 3 3 无偏差

检测出稻瘟病抗性相关基因

位点
1-3QTL 2QTL 3 3 无偏差

培养研究人员 2名 2名 3 3 无偏差

专利申请数 3项 3项 4 4 无偏差

质量指
标

解决我区冬春麦后茬复种高

效益种植的关键技术瓶颈问
题

显著提升 提升 3 3 无偏差

自育玉米材料改良技术和品
种选育水平

有效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水稻品种的抗稻瘟病能力 有所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耐盐玉米萌发阶段耐盐碱关

键鉴定指标
基本确定 基本确定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质量指
标

宁夏春小麦种质资源中 

Puroindoline 宁夏春小麦

种质资源中Puroindoline
基因的分布频率

明确 明确 2 2 无偏差

时效指
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
日

2 2 无偏差

成本指

标

科研业务费 22.11万 15.56万 2 1.5
结转资金为南繁期间

费用

其他费用 15万 15万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

益
指标

鲜食玉米种植效益 明显提高 有所提高 4 3 有待提高

农作物品种培优 有力促进 促进 4 4 无偏差

玉米育种材料的抗性 明显提高 提高 4 4 无偏差

社会效
益

指标

宁夏小麦育种和品种推广 提升 提升 3 3 无偏差

为抗性基因精细定位以及聚

合育种提供基础
效果显著 有效 3 3 无偏差

青贮玉米育种研究水平 明显提升 提升 3 3 无偏差

生态效

益

指标

宁夏鲜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

展技术
提升 提升 3 3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奶牛畜牧青贮育种 有效促进 存进 3 2 需进一步提高

盐碱地玉米生产 有效促进 促进 3 3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新型经营主体满意度 ≥92%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5.63 无偏差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371.0万 371.0万 366.27万 10 98.73% 9.87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71.0万 371.0万 366.27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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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表研究论文5-6篇；2.申请专利4-5项，培养硕士研究生1～
2名；3.研发水稻优质栽培技术体系2套；4.制定技术规程1-2套；

制定地方标准1-2项；5.建立示范区3个，示范面积2000亩，技术培

训500人次。6.起草青贮玉米耕地地力培肥补偿与质量提升技术模

式1～2套。7.起草引、扬黄灌区籽粒玉米高产高效调控技术模式1
～2套；8.系统监测不同区域青贮玉米与密植高产高效示范区品质

状况；。9.起草不同区域青贮玉米优质高效生产技术模式1～2套；

10.起草不同区域青贮玉米优质高效生产技术模式1～2套；11.起草

青贮玉米耕地地力培肥补偿与质量提升技术模式1～2套；12.起草
引、扬黄灌区籽粒玉米高产高效调控技术模式1～2套；13.系统监

测不同区域青贮玉米与密植高产高效示范区品质状况

1.发表研究论文9篇；2.申请专利2项，授权专利6项、软件著作权

3项；3.研发水稻优质栽培技术体系2套；4.制定小麦、水稻标准
化生产技术规范2项；审定耐直播水稻品种1个，出版专著1部；5.

建立核心示范区5个，面积3000亩，技术培训300人次；其中：示

范小麦精量匀播、保墒精种、早灌早管及春麦后复种燕麦草等技

术1300亩，示范区产量提高5%，肥料利用效率提高5%，节本增效
80元/亩。示范水稻无人机水撒播、抗除草剂水稻品系及杂草综合

防治技术1700亩，示范区提高产量5%，氮肥减施5%，节本增效

110元/亩；示范的抗除草剂水稻防除杂草稻技术提高产量10%，杂

草稻防除98%以上；6.构建不同类型玉米种质基础群体4个，创制
抗倒耐密宜机收、中早熟青贮等材料39份；7.选育优良高配合力

自交系4个；8.收集玉米种质资源433份，初步建立玉米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名录；9.构建引/扬黄灌区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模

式1套、旱作雨养区玉米“全膜双垄沟播+膜下滴灌”高产技术模
式1套、“双30”青贮玉米高产技术模式1套、宁夏灌区青贮玉米

地力提升技术模式1套；10.3个新品种、3项新技术入选2023年宁

夏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11.采集237个样品监测宁夏不同生

态区玉米品质状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数
3-5篇 6篇 2 2 无偏差

育成新品种 1个 2个 3 3 无偏差

开展农民技术培训活动次
数

5-10次 12次 2 2 无偏差

建立技术模式 1项 2项 3 3 无偏差

专利申请数 3-5份 6份 2 2 无偏差

研发水稻优质栽培技术体
系

2套 2套 3 3 无偏差

制定技术规程 1-2套 2套 3 3 无偏差

起草不同区域青贮玉米优

质高效生产技术模式
1-2套 2套 3 3 无偏差

构建不同玉米种质基础群

体
1份 4份 3 3 无偏差

起草青贮玉米耕地地力培

肥补偿与质量提升技术模
式

1-2套 1套 3 3 无偏差

起草引、扬黄灌区籽粒玉
米高产高效调控技术模式

1-2套 1套 3 3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3 3 无偏差

解决玉米生产关键技术问

题能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2 2 无偏差

示范区青贮、籽粒玉米品
质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2 2 无偏差

稻麦品质增效关键技术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2 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

31日
3 3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实验材料费 72.3万 54.08 2 2 无偏差

科研业务费 202.2万 249.22 2 2 无偏差

其他费用 84.5万 62.97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成本指标

仪器设备费 12万 3.81万 2 1 资金结转，2024年支出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示范区作物产量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8 7 有待进一步提高

肥料、农药利用效率 提高5%以上 ＞5% 8 7 有待进一步提高

社会效益

指标

示范区机械化与信息化水

平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4 4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化肥农药对环境污染 逐渐降低 降低 6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示范区用水矛盾、土壤盐
渍化

明显降低 降低 4 4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新型经济主体满意度 ≥93% ≥93%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5.87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重大科技平台建设提升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188.0万 188.0万 188.0万 10.00 100% 10.0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88.0万 188.0万 188.0万 — —

上年结转

资金
8.73万 8.73万 — 100%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主要绩效目标：1.维修改造试验基地3个；2.两条半土

路水泥硬化费用（1175米）；3.修缮公寓11套 。

1.保证望洪、海南、云南3个试验基地的正常运行并完成

维修改造任务；2.完成望洪基地两条半土路水泥硬化费用

（1170米）；3.完成海南基地厨房改造20㎡、餐厅改造45

㎡，就餐环境明显提升；4.完成海南基地改造女厕20㎡、
改建男厕18㎡；5.完成了专家公寓的维护修缮，进行了厨

房、卫生间改造，修补地板砖等。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实验基地 3个 3个 5 5 无偏差

水泥硬化路 1175米 1175米 5 5 无偏差

修缮公寓 11套 11套 5 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基地的基础性、公益性和

公共性服务能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5 5 无偏差

试验基地条件 明显改善 明显改善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31日

2023年12月

31日
5 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仪器设备费 1万元 1万元 5 5 无偏差

其他费用 4万元 4万元 5 5 无偏差

科研业务费 171.83万元 171.83万元 5 5 无偏差

实验材料费 19.9万元 19.9万元 5 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粮食生产能力 显著增强 显著增强 7.5 5.5
成果需进一步转化；

多宣传、多推广

社会效益

指标

粮食、园艺作物新品种选
育

加快 加快 7.5 7.5 无偏差

平台基地在对外科技合作
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有效发挥 有效发挥 7.5 7.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培育我区农作物育种团队

的实践经验，技术水平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7.5 6.5 需持续提升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科研人员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 97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农作物种业提升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35.0万 35.0万 35.0万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5.0万 35.0万 35.0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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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农作物区域试验：参加区域试验品种45个、参加生产试验品种

11个、参加抗病鉴定品种102个、完成品种审定试验程序，符合宁夏品

种审定标准并上报审定品种8个。小麦、水稻、大豆三个作物区域试验
费20万/年2、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园区：水稻新品种示范点4个、示范

面积40亩；提纯复壮新品种5个、原原种扩繁30亩、扩繁原原种10500

公斤。举办现场观摩会培训科技人员种植大户等310人，园区建设费15

万/年。

1、主要农作物区域试验：参加区域试验的45个品种，
提升参加生产试验的品种6个；参加生产试验品种

11个，其中8个品种符合宁夏品种审定标准，拟上报自

治区审定；参加抗病鉴定品种102个，并取得抗病鉴定

结果；小麦、水稻、大豆三个作物区域试验费20万/年
。2、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园区：水稻新品种示范点4个

、示范面积40亩；提纯复壮新品种5个、原原种扩繁32

亩、扩繁原原种10700公斤。举办现场观摩会培训科技

人员种植大户等336人，园区建设费15万/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

数量指标

小麦、水稻、大豆品种区域试验 8组 8组 2 2 无偏差

提纯复壮水稻品种 10个 10个 2 2 无偏差

水稻新品种（系）展示 15组 15组 2 2 无偏差

水稻、小麦抗病鉴定 2组 2组 2 2 无偏差

小麦、水稻、大豆品种生产试验 8组 8组 2 2 无偏差

小麦、水稻、大豆品种评比试验 9组 9组 2 2 无偏差

水稻新品种（系）示范点 5个 5个 2 2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农作物区域试验完成率 100% 100% 6 6 无偏差

园区建设完成率 100% 100% 6 6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小麦、水稻、大豆品种区域试验 8000元/组 8000元/组 2 2 无偏差

小麦、水稻、大豆品种评比试验 8000元/组 8000元/组 2 2 无偏差

小麦、水稻、大豆品种生产试验 4000元/组 4000元/组 2 2 无偏差

水稻、小麦抗病鉴定 16000元/组 16000元/组 2 2 无偏差 

水稻新品种（系）展示 2000元/组 2000元/组 2 2 无偏差

水稻新品种（系）示范点 8000元/个 8000元/个 2 2 无偏差

提纯复壮水稻品种 8000元/个 8000元/个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经济效益
指标

种子质量提高，企业收入增加 ≥10% 12% 8 8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新品种、新技术带动周边示范区

推广种植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4 4 无偏差

水稻园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4 4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通过优良品种培育推广栽培，作

物病虫害发生和农药施用量
降低 降低 8 7

加强抗逆性品种选

育

可持续
影响指标

选育新品种适应性广，可持续多
年种植

效果良好 效果良好 6 5
加大新品种宣传力

度

满意度
指标

（10分

）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品种提供者（育种者）满意度 ≥92% 95% 5 5 无偏差

农民和企业满意度 ≥92% 95% 5 5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宁夏农作物南繁育种基地救灾资金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

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80.0万元 80.0万元 80.0万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80.0万元 80.0万元 80.0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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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2022年第3号台风“暹芭”（强热带风暴级，12级，33米

/秒）影响，宁夏农作物南繁育种基地因短时间强暴雨导致基础

设施遭受损毁。开展围墙维修重建、蓄水池重建、库房墙体维

修等，保证基地科研工作继续正常开展。

基地救灾项目建设项目已按质按量全部完成建设内容：1.围墙修

复重建工程长155.1米；2.铺设滴管道主管道240米；3.修复重建

仓库彩钢墙40平方米。4.蓄水池修复工程：清淤并清理被冲毁的
建筑垃圾530立方米、混凝土挡泥墙及护坡混凝土硬化共301立方

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对倒塌围墙进行维修重

建
149.6米 155.1米 8 8 无偏差

对冲毁蓄水池进行维修

重建
730平方米 301立方米 6 6 无偏差

蓄水池围栏重建 15米 15米 6 6 无偏差

仓库墙体维修 40平方米 40平方米 6 6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8 8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0月29日 8 8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宁夏农作物南繁基地救

灾资金
80万 80万 8 8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农业科研绿色高质

量发展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6 6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促进新品种、新技术生

产应用

实现农作物高产

优质
实现 6 5 需进一步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效果明显 促进 6 5 效果有待提升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30分）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为科研人员创造实验环

境
良好 明显改善 6 6 无偏差

农作物南繁育种基地科

研工作
正常开展 正常开展 6 6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科研人员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自治区东西部联合研发专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

额：
190.0万 170.3万 10 89.63% 8.96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190.0万 170.3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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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1：初步明确复种青贮玉米干物质积累和品质变化规律，
冬小麦、复种青贮玉米光合生理特性变化规律、籽粒灌浆特

性，建设“冬小麦-青贮玉米/冬小麦-鲜食玉米”一年两熟示

范点 2-3 个，面积200 亩左右。2：获得代表性种质资源主要

农艺性状、品质性状1年的鉴定结果。提取参试材料基因组DNA
并对其进行质量和完整度检测；3：获得纯合 T0 代转基因植

株 100 份左右，配制组合50-100 个，建立东西部合作转基因

玉米育种平台。4：开展600份水稻种质资源耐直播性的第1年

表型精准鉴定，筛选耐直播优异种质，完成300份水稻种质资
源的基因型精准鉴定，并完成SNP、SV等有效数据的获取，创

建杂交后代遗传变异群体，在银川和海南试验基地对低世代和

高世代材料进行加代选育，创制优异种质；4：充分挖掘现有

种质资源，建立种质交换、联合种质创新与育种、人才培养新
机制，通过“南繁北育”，构建专用青贮型、粮饲通用型、优

质高油型基础（遗传）群体3-5个，并开展单倍体诱导应用试

验；5：初步建立种质表型-基因型精准鉴定评价体系，挖掘优

异基因，筛选优异种质，利用优良骨干自交系设计育种，组配
杂交组合1000个，建立新品种（组合）鉴定评价基地2-3个。

1.初步明确了麦后复种青贮玉米生育期生长动态、光合特性、干物
质累积量规律；筛选出早熟高产冬小麦品种4个；开展了冬小麦促

早熟分解收获技术研究示范；2.测定了286份材料株高、千粒重等

农艺性状表型数据及白粉病和穗发芽抗性表现，初步明确了参试材

料农艺性状的遗传特性，筛选出在慢白粉病抗性水平以上材料58份
和41份穗发芽指数低于5%的材料，筛选优异资源23份，配制杂交组

合120个，提取了参试材料的DNA，并利用660K芯片进行基因检测；

3.筛选出9份抗旱性强、综合农艺性状优良的群体材料；获得纯合

T0代转抗旱、耐盐基因ZmNAC49、ZmMAPK11玉米植株77份,收获含目
的基因T1代材料171份；4、构建专用青贮型、粮饲通用型、优质高

油型基础（遗传）群体3-5个，并开展单倍体诱导应用试验；5：挖

掘优异基因，筛选优异种质，利用优良骨干自交系设计育种，组配

杂交组合1000个，建立新品种（组合）鉴定评价基地2-3个；6.创
制阿根廷改良热带种质40份，青贮玉米回交二环选系材料39份；筛

选出丰产性好、综合农艺性状优良的自交系30份；7.组配、鉴定不

同类型青贮玉米杂交组合2859个，筛选出抗病性强、保绿性好，籽

粒灌浆程度好的优异杂交组合28个；8.建立新种质、新组合鉴定评
价基地4个，鉴选、展示新品种（组合）308品次；9.完成806份国

内外优异种质的直播种植，筛选出600份多样性丰富的优异种质资

源进一步鉴定研究；初步筛选直播出苗优异种质73份，营养生长期

耐旱种质65份；配置杂交组合50个，在银川和海南试验基地对低世
代和高世代材料进行加代选育，创制筛选出了耐直播新种质5份；

完成了300份粳稻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重测序基因型精准鉴定，完

成SNP、SV等有效数据的获取，创建杂交后代遗传变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建立示范点 2个 2个 4 4 无偏差

 指标2：基因型鉴定
种质资源数

300份 286份 4 3
部分材料保存时间长，

发芽率低

 指标3：创制后代材
料

100份 120份 3 3 无偏差

 指标4：构建基础
（遗传）群体

20个 21个 3 3 无偏差

 指标5：建立新品种

（组合）鉴定评价基
地

3个 4个 4 4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优选青贮玉

米组合全株干物质和
淀粉含量

≥30% ≥30% 3 3 无偏差

 指标2：优选青贮玉

米组合全株生物产量
较对照增产

≥5% ≥5% 3 3 无偏差

 指标3：获得的数据 准确详实 准确详实 3 3 无偏差

 指标4：表型和基因
型鉴定试验

规范 规范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质量指标  指标5：以抗旱、耐
盐为目标，建立东西

部合作转基因玉米育

种平台。

1个 1个 3 3 无偏差

 指标6：DNA提取合格
率

≥98% ＞98% 3 3 无偏差

 指标7：小麦种质资
源的产量、品质性状

初步明确 初步明确 3 3 无偏差

 指标8：示范推广新
品种

1个 1个 3 3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

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3 3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仪器设备费 3.0万元 3.18万 2 2 无偏差

 指标2：科研业务费 132.25万 79.93万 2 1 资金结转，2024年支出

 指标3：其他费用 54.75万元 87.91万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种植业效益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3 3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培训农民 20人 35人 2 2 无偏差

 指标2：小麦育种成

效和水平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3 3 无偏差

 指标3：区域科技创

新能力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3 3 无偏差

 指标4：建立东西部

合作研发模式
效益明显 效益明显 3 2 需进一步加强

 指标5：水稻资源目

标性状筛选鉴定能力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2 2 无偏差

 指标6：种质表型-基
因型精准鉴定评价体

系

初步建立 初步建立 2 2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小麦种质资

源研究成效
显著 显著 2 2 无偏差

 指标2：支持小麦育

种
长期 长期 2 2 无偏差

 指标3：项目研究成
果可持续应用，提高

玉米育种效率

持续有效 持续有效 2 2 无偏差

 指标4：水稻优异种

质资源的发掘利用
得到加强 得到加强 2 2 无偏差

 指标5：解决水稻直

播耐逆资源缺乏问题
有力支撑 有力支撑 2 2 无偏差

 指标6：建立东西部

、科企合作种质交换

、联合种质创新与育

种、人才培养新机制

初步建立 初步建立 2 2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合作对象满

意度
≥92% ＞92% 2 2 无偏差

 指标2：新种质（组

合）认可度
≥90% ＞90% 3 3 无偏差

 指标2：群众满意度 ≥93% ＞93% 3 3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3：为育种家提
供目标性状突出的可

利用亲本

≥93% ＞93% 2 2 无偏差

总 　　　 分 100 95.9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万 9.41万 10 94.10% 9.41

    其中：当年财政拨

款
10.0万 9.41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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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探讨水稻芽期和苗期耐盐碱的生理机制，明确水稻在盐碱胁迫下的
生理变化规律；2、挖掘盐碱胁迫条件下稳定存在控制水稻发芽、出苗

相关的QTL，分析QTL与水稻盐碱环境的互作效应；3、在国内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 1-2 篇，授权新型实用专利 1-2 项。4.开发3个高通量KASP

标记；筛选出40个杂合交换单株并得到自交后代种子。

1利用6个KASP标记检测5个剩余杂合单株衍生的次级作
图群体，从中筛选出41个杂合交换单株；2、苗期生理

指标已测定；3.基于周8425B重测序数据成功开发了5个

高通量KASP标记，并用于加密周8425B/中国春RIL群体

遗传图谱;利用6个KASP标记检测5个剩余杂合单株衍生
的次级作图群体，从中筛选出41个杂合交换单株。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授权新型实用专利 1项 1项 5 5 无偏差

 指标2：发表论文数量1万元/

篇
1篇 1篇 5 5 无偏差

 指标3：开发高通量分子标记

1万元/个
3个 5个 5 5 无偏差

 指标4：筛选杂合交换单株

0.1万元/株
40个 41个 5 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31日

2023年12月

31日
5 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实用专利2万元/项 2万元 2万元 5 5 无偏差

 指标2：发表论文数量1万元/

篇
1万元 0.2万元 5 4 无偏差

 指标3：开发高通量分子标记

1万元/个
3万元 3万元 5 5 无偏差

 指标4：筛选杂合交换单株

0.1万元/株
4万元 4万元 5 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提高科研产出时间和

能力，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有效 有效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个人科研能力方面提

升效果明显
明显提升 提升 5 4 无偏差

 指标2：通过产业培训提升宁

夏水稻产业发展效益
明显提升 提升 5 4

效果欠佳，需要进一

步提升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30分）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促进宁夏小麦在环保

、绿色育种生产上持续发展
持续提升 提升 5 4 有待进一步提升

 指标2：人才培养在促进宁夏
水稻在耐盐碱、耐直播育种生

产上持续发展

持续提升 提升 5 4 有待进一步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个人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提高 提高 5 4 需继续加强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

执行满意度
≥92%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3.41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

额：
28.0万 20.84万 10 74.43% 7.43

    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28.0万 20.84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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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选用宁夏春小麦种质资源中地方品种、审定品种以及高代品
系代表性试验材料 200 份，测定其籽粒硬度值，分子检测籽粒

硬度不同等位基因，分析籽粒粒质类型，阐明 Puroindoline 

基因分布，探明宁夏春小麦种质资源籽粒硬度基因型分布及其

与籽粒粒质的关系；2.筛选氮高效种质资源、挖掘氮高效基因
或分子模块，并开发分子标记，为提高小麦氮素利用效率、降

低氮肥损失和氮素污染提供支撑；3分析金银花叶持水特征，以

及旱胁迫对金银花药用成分的影响程度，阐明金银花叶片解剖

结构、生化指标、叶片光合指标对旱胁迫的响应特征，揭示金
银花药PV 曲线水分参数对干旱胁迫的响应，建立金银花抗旱评

价指标体系。4.发表论文3-5篇；5.耐盐性玉米突变体材料的生

育期、植株、抗耐性、穗粒等鉴定；6.耐盐突变体进行室内萌

发试验，分析盐胁迫条件下突变体和野生型的萌发速率和萌发
率；7.鉴定突变体及其改良材料的表型，测配组合鉴定bm突变

基因类型，选择性状优良的材料进行木质素含量等成分测定，

初步明确突变体的农艺性状特点和突变基因类型，以及不同遗

传背景下突变基因对植株、木质素含量等性状的影响情况。

1.开展307份种质资源氮素利用效率鉴定，筛选出4种类型
种质资源；克隆到氮效率基因TaNLP1并开发分子标记；分

析了小麦TaNLP1-5A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分布规律；2.

宁夏春小麦种质资源200份参试材料中，在四种

Puroindoline等位变异类型中，Pina-D1b/Pinb-D1a类型
的小麦品种（系）籽粒硬度值显著高于Pina-D1a/Pinb-

D1b和Pina-D1a/Pinb-D1p类型；3.以一个稻瘟病重组自

交系为试验材料，开展稻瘟病大田表型鉴定及分子检测研

究；通过表型鉴定，重复筛选出抗稻瘟病19株，感稻瘟病
材料17株，建立抗感池。经过全基因组重测序、比对参考

基因、SNP变异检测等步骤，初步定位出优异等位基因位

点12个，筛选出效应较大QTL位点2个；4.发表学术论文3

篇；5.鉴定了33份耐盐性材料的生育期、植株、抗耐性、
穗粒等表型，确定盐碱影响较大的时期分别是种子吸胀萌

动期、苗期、和开花期；6.试验研究了33份耐盐突变体的

发芽率、萌发速率，分析了苗期盐碱胁迫的叶片、根脯氨

酸含量等指标变化情况，筛选出3份耐盐材料；7.分析金
银花叶持水特征，以及旱胁迫对金银花药用成分的影响程

度，阐明金银花叶片解剖结构、生化指标、叶片光合指标

对旱胁迫的响应特征，揭示金银花药PV 曲线水分参数对

干旱胁迫的响应，建立金银花抗旱评价指标体系；8.明确
突变体的农艺性状特点和突变基因类型，以及不同遗传背

景下突变基因对植株、木质素含量等性状的影响情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

数量指标

 指标1：宁夏春小麦种

质资源籽粒硬度测定
200份 200份 3 3 无偏差

 指标2：发表论文 4篇 4篇 3 3 无偏差

 指标3：种质资源鉴定 150份 164份 3 3 无偏差

 指标4：筛选氮高效种

质资源
5-10份 10份 3 3 无偏差

 指标5：种质资源创新

组合
10个 10个 3 3 无偏差

 指标6：挖掘氮高效基

因或分子模块
1个 1个 3 3 无偏差

 指标7：布设试验数量 5个 5个 3 3 无偏差

 指标8：提供研究材料 1-2份 2份 3 3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宁夏春小麦种
质资源籽粒硬度基因型

分布及其与 SKCS硬度的

探明 探明 3 3 无偏差

 指标2：宁夏审定春小

麦品种的NUE
明确 明确 3 3 无偏差

 指标3：金银花抗旱评

价指标体系
基本建立 基本建立 3 3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

质量指标
 指标4：揭示金银花药
PV曲线水分参数对干旱

胁迫的响应

完成 完成 3 3 无偏差

 指标5：优异耐盐玉米
萌发阶段耐盐碱关键鉴

定指标

基本确定 基本确定 3 3 无偏差

 指标6：对褐色叶脉突

变玉米材料表型鉴定
进一步确定 进一步确定 3 3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31日

2023年12月

31日
2 2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试验材料费 8万 7.85万 2 1
资金结转，用于项

目验收

 指标2：科研业务费 14万 6.99万 2 1
资金结转，用于项

目验收

 指标3：其他费用 6万 6万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玉米育种材料

的抗性产量
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指标2：选育小麦新品

种产量和品质
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指标3：为金银花抗旱

品种的选择提供依据
长期 长期 3 3 无偏差

 指标4：青贮玉米育种

材料品质
初步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小麦新品种选

育成效和水平
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指标2：为小麦品种培

育提供亲本材料
长期 长期 2 2 无偏差

 指标3：玉米抗盐育种

研究水平
进一步提升 提升 2 2 无偏差

 指标4：青贮玉米育种

研究水平
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优质、高产小

麦品种的选育及推广
广泛利用 广泛利用 2 2 无偏差

 指标2：氮肥损失和氮

素污染
降低 降低 2 2 无偏差

 指标3：初步为金银花

产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

有力支撑 有力支撑 2 2 无偏差

 指标4：奶牛畜牧青贮

育种
有力促进 促进 2 2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农户满意度 ≥90% ＞90% 5 5 无偏差

 指标2：小麦育种团队

满意度
≥95% ＞95% 5 5 无偏差

总 　　　 分 100 95.43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特色产业重点研发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7.0万 151.4万 10 80.96% 8.07

其中：当年财政拨
款

187.0万 151.4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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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筛选出适宜灌区亩产 80-100 公斤、山区 60-80 公斤的大豆

品种 3-5 份；筛选株型紧凑的玉米品种 3-5 份； 2.确定最佳
带比配置和群体结构；分区域建立示范点3个，示范面积 

100亩； 3.明确施肥方法、用量、次数、基追比及优化分配技术

方案。验证所提出的各项技术，建立示范区，开展技术示范4.筛

选高效安全的除草药剂和防控方式；集成不同区域草害综合防控
技术模式；5.播种、中耕施肥和植保机械的示范推广；6.引进耐

盐碱水稻种质资源 30 份左右，鉴定耐盐碱性，多点示范耐盐碱

材料3-5 个，申报新品种保护 1 项；7.完成利用基因编辑创制 

TaMTL 基因和TaWaxy 基因突变体，获得过表达1Sx2.3 和 
1Sy16 基因的转基因植株，申请专利 1 项，发表核心论文 1 

篇；8.创制玉米优异育种新材料2份，选育高配合力新自交系1-2

份，年配制杂交组合800-1000个； 培育适宜宁夏不同区域、不

同种植模式种植的玉米新品种2-3个，审定品种1个；新品种与当
地主栽品种相比增产5%以上，品质达到相应国家优质标准；申请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1-2项；新品种生产示范2000亩。

1.筛选出适宜灌区亩产100公斤以上的大豆品种3个，山区

60-80公斤的大豆品种9份；筛选株型紧凑的玉米品种3个；
2.在引黄灌区、扬黄灌区和南部山区示范点9个，核心示范

面积1000余亩。 3.集成灌区和山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施肥技术方案；4.播前土壤封闭，引扬黄灌区采用旋耕混

药土（10cm左右）并镇压的方式，南部山区采用“封闭+覆
膜”的方式；针对虫害防控和化学调控，采用无人机防控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采用苗前封闭除草、苗后分带隔

离物理定性喷雾除草；集成灌区和山区草害综合防控技

术；5.引进、改制播种、中耕施肥和除草；6.引进耐盐碱
水稻种质资源30份左右，多点示范耐盐碱材料3-5个，申报

新品种保护1项；7.成功创制了可视化携带花青素标记的小

麦单倍体诱导系，发表核心论文2篇，申请专利1个，获得

软件著作权1项；8.创制玉米优异育种新材料3份，选育高
配合力新自交系1份，配制杂交组合895个； 培育玉米新品

种3个，审定品种1个；新品种与当地主栽品种相比增产

5.8%，品质达到相应国家优质标准；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指标1：示范耐盐碱材料 3-5个 5个 2 2 无偏差

 指标2：申请新品种保护 1个 1个 2 2 无偏差

 指标3：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 1项 2 2 无偏差

 指标4：登记软件著作权数 1个 1项 2 2 无偏差

 指标5：发表论文数量 1篇 2篇 1.5 1.5 无偏差

 指标6：宁夏试验种植规模 7亩 5亩 2 2 无偏差

 指标7：创制小麦杂交组合 80个 80个 2 2 无偏差

 指标8：选育小麦低代材料 100份 100份 2 2 无偏差

 指标9：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
权

2-3项 2项 2 2 无偏差

 指标10：引进优质种质资源 30份 30份 2 2 无偏差

 指标11：培养博士、硕士研
究生数

1人 1人 1 1 无偏差

 指标12：玉米育种新材料 2份 3份 2 2 无偏差

 指标13：高配合力自交系 1-2份 1份 2 2 无偏差

 指标14：配制杂交组合 800-1000份 895份 2 2 无偏差

 指标15：选育新品种（组

合）
2-3个 3个 2 2 无偏差

 指标16：分区域建立示范点 3个 3个 1.5 1.5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指标17：示范面积 100亩 100亩 1 1 无偏差

 指标18：耐盐碱水稻种质资

源
30份 36份 2 2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集成不同区域草害综
合防控技术模

1套 1套 2 2 无偏差

 指标2：筛选出的耐盐碱水稻
新材料耐盐碱性

较强 较强 2 2 无偏差

 指标3：遗传转化小麦株系成

功率提高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2 2 无偏差

 指标4：对优新目的材料的创
制比例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2 2 无偏差

 指标5：新品种较主栽品种增

产幅度
≥5% ≥5% 2 2 无偏差

 指标6：青贮玉米生产示范提
质增效

≥10% ≥10% 2 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
日

按期完成 2 2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科研业务费 107万 107万 1 1 无偏差

 指标2：其他费用 18万 18万 1 1 无偏差

 指标3：劳务费 62万 26.41万 1 0.5 资金结转，2024年支出

效

益
指

标

（3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新材料的创制方法缩
短宁夏小麦育种时间，节省人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2 2 无偏差

 指标2：在中度盐碱浓度下实
现平均亩节本增效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2 2 无偏差

 指标3：玉米大豆间作模式

下，在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
增加

亩产值增加大

于200元
3 3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玉米品质、产量、效
益

明显提升
复合种植模式
下，玉米和大

3 3 无偏差

 指标2：东西部合作效果 明显增强 增强 3 2 需要进一步加强

 指标3：新技术支撑宁夏小麦
产业发展效益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3 3 无偏差

 指标4：实现稳粮保供、提质
增效和资源高效利用能力

明显提升 提升 3 2 需持续提升

 指标5：国家大豆粮食安全供

给能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3 3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科技创新能力明显 显著提高 提高 2 1 有待进一步提高

 指标2：育种能力和技术水平 明显提升 提升 2 2 无偏差

 指标3：农田退水灌溉对土壤
、稻谷质量安全性的影响

安全 安全 2 2 无偏差

 指标4：大豆间作，对农田土
壤质量改善

提升 提升 2 2 无偏差

满意

度
指标

（1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试验示范相关服务对

象满意度
≥92% ＞92% 5 5 无偏差

 指标2：种植大户满意度 ≥90% ＞90% 5 5 无偏差

总 　　　 分 100 94.57 无偏差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科技基础条件建设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30.0万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0.0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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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购置部分急需科研设备，改善科技创新平台基础条件设施，能够

顺利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新品种培育和耕作栽培技术研发，提高申
报国家及自治区各类科研项目质量，加大科技成果示范展示和转化应

用力度，提高了对外合作交流与人才培养力度，为科研人员创造了一

个良好的科研条件。

依据2023年宁财〔教〕指标〔2023〕766号指标文件

的通知，本项目不做绩效评价。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

数量指标

 指标1：设备费 1台

 指标2：材料费 1批

 指标3：其他费用 1批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指标1：设备费 4万

 指标2：材料费 17万

 指标3：其他费用 9万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自治区主要粮食

作物提质增效
≥10%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科技资源共享利

用程度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无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创新平台基础条

件建设质量
持续提升

 指标2：科研项目质量 持续提升

满意度
指标

（10分

）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合作企业满意度 ≥95%

 指标2：合作科研院所、

高校满意度
≥95%

总 　　　 分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专项第四批计划(技术交易补助)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14.7万元 14.7万元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4.7万元 14.7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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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实施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项，服务企业8家以上，提

供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20次以上，培训和指导农业大户及企业种植

人员500人次；参加各类科技成果展5次，资金安排14.7万元。

实施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项，服务企业8家以

上，提供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20次以上，培训和指导农业

大户及企业种植人员500人次；参加各类科技成果展5次，

资金安排14.7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其他费用 1批 1批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培育品种合格率 100% 100% 15 1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15 1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其他费用 14.7万元 14.7万元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生产应用
较好 较好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带动优质粮食产

业发展
较高 较高 10 9 有待提高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新品种推广应用

使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较好 较好 10 9 有待提升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科技人员满意度 ≥92%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

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54万元 54万元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54万元 54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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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生产示范基地10-15个，示范面积1.0万亩，辐射推广14.5万亩

。 2、籽粒玉米生产示范：平均亩产较当地大田生产增产5%以上，

节本增效10%以上。 3、青贮玉米生产示范：引/扬黄灌区全株鲜产

量平均亩产4.5吨以上，全株干物质≥30%、淀粉≥30%；宁南山区
旱作雨养区及引黄灌区小黑麦后茬复种青贮玉米全株鲜产量平均亩

产4.0吨以上，六盘山区阴湿冷凉区青贮玉米亩产2.5吨以上，全株

干物质≥25%、淀粉≥25%；青贮玉米提质增效10%以上。 4、组织

区内外相关专家，组织现场测试、观摩培训与指导，开展技术培训
3-5场次，培训种养大户和技术人员100人次，培训农民300人次。

依据2023年宁财〔教〕指标〔2023〕766号指标
文件的通知，本项目不做绩效评价。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劳务费 1批

 指标2：科研业务费 1批

 指标3：其他费用 1批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验收通过
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指标1：劳务费 13万

 指标2：科研业务费 26万

 指标3：其他费用 15万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新增产值 ≥2900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科技培训 400人次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无 无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青贮玉米提质
增效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服务对象满意

度
≥90%

总 　　　 分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博士工作补助安家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

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34.0万 34.0万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4.0万 34.0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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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达到吸引人才，通过发放高层次人才补助和安家费，落实高

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各项措施的总体目标，培养人才，留住人

才，提升人才效能。

吸引人才，通过发放高层次人才补助和安家费，落实高

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各项措施，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提

升人才效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培养高层
次人才

4人 4人 10 10 无偏差

 指标2：新引进高
层次人才

1人 1人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优化人才
队伍建设

人才素质不断提
升

提升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

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2023年人

才工作经费
34万 34万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加大人才
投入，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经济

生产力

加速转化 加速转化 8 8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培养优秀

人才

加培育高素质技

能人才

加培育高素质技

能人才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无 无 无 6 6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促进人才
资源可持续影响力

进一步促进 进一步促进 8 8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服务对象

满意度
≥92%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0.0万元 79.64万元 10 88.49% 8.85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90.0万元 79.64万元 — —

上年结转资金 36.0万元 36.0万元 — 100%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建立生产示范基地10-15个，生产示范16900亩，辐射推广14.8
万亩；籽粒玉米平均较大田生产增产5%以上，节本增效10%；青

贮玉米平均较大田生产增产5%，提质增效10%，其中引/扬黄灌区

亩产4.5吨，干物质和淀粉含量≥30%；旱作雨养区和引黄灌区小

黑麦后复种亩产4.0吨，干物质和淀粉含量≥25%；2.组织区内外
相关专家，组织现场测试、观摩培训与指导，开展技术培训 3-5 

场次，培训种养大户和技术人员 100 人次，培训农民 300 人次

。

1.建立玉米高产优质高效生产核心示范基地15个，生产示
范2.73万亩，辐射推广19.5万亩，新增产值2875万元；2.

籽粒玉米平均亩产1094.7kg，平均较大田生产增产6.6%；

3.青贮玉米平均亩产鲜生物产量4.8吨，平均较大田生产

增产6.7%。其中引/扬黄灌区平均亩产达到4.52吨，平均
较大田生产增产8.3%，籽粒乳线达到1/2，全株青贮干物

质含量32.9%-40.4%，淀粉含量24.4%-30.1%。旱作雨养区

全株青贮玉米平均亩产达到4.95吨，平均较大田生产增产

5.5%，籽粒乳线达到1/4-2/5；4.组织区内外相关专家，
组织现场测试、观摩培训与指导，开展技术培训12场次，

培训种养大户和技术人员667人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建立生产示范基
地

10-15个 15个 5 5 无偏差

指标2：生产示范面积 16900亩 27300亩 6 6
新品种示范推广效

果较好

指标3：辐射推广 16.3万亩 19.5万亩 6 6
新品种示范推广效

果较好

质量指标

指标1：青贮玉米生产示

范产量水平（旱作雨养
区）

4.5吨/亩 4.95吨/亩 5 5 无偏差

指标2：青贮玉米生产示
范产量水平（引/扬黄灌

区）

4.5吨/亩 4.8吨/亩 5 5 无偏差

指标3：全株青贮玉米干
物质和淀粉含量（引/扬

黄灌区）

≥30% ＞30% 5 5 无偏差

指标4：全株青贮玉米干

物质和淀粉含量（旱作雨
养区）

≥25% ＞25% 2 1
青贮玉米生产示范

品质差异较大，优
化技术模式

指标5：青贮玉米提质增

效
≥10% ＞10% 3 2

不同生态青贮玉米

品质差异大，优化
技术模式

指标6：较大田生产增产
幅度

≥5% ＞5% 5 5 无偏差

指标7：节本增效 ≥10% ＞10% 3 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2 2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试验材料费 40.2万 26.61万 1 0.5
资金结转，2024年

形成支出

指标2：科研业务费 74.5万 79.5万 1 1 无偏差

指标3：其他费用 11.3万 9.53万 1 1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新增产值（万
元）

2153万 2875万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我玉米高产优质
高效生产关键技术创新、

集成模式构建与示范推广

持续提升 提升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2：我区玉米高产优

质高效生产
明显提升 提升 5 5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30分）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产业、稳粮保供

和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力支撑 支撑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2：通过玉米品质、
产量、效益提升

实现支撑产业、

稳粮保供和玉米
产业高质量发展

。

实现 5 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种养大户及新型
经营主体

≥90% ＞9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5.35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度人才工作载体和特聘专家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万元 3.0万元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3.0万元 3.0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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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水稻智能表型采集平台，通过无人机搭载移动式光谱仪，完成

水稻全生育期冠层图形采集，构建标准的表型数据采集方案。利用
人工记录的数据作为主要性状指标用于标注，通过机器学习、图像

分析、模式识别等方法获得水稻田间重要农艺性状识别和精准鉴定

系统。开发出水稻的抽穗光谱特征，建立水稻抽穗的记录模型和指

标，提高早熟水稻的筛选效率。

构建水稻智能表型采集平台1个，通过无人机搭载移动式光

谱仪，完成水稻全生育期冠层图形采集，构建标准的表型

数据采集方案。利用人工记录的数据作为主要性状指标用

于标注，通过机器学习、图像分析、模式识别等方法获得
水稻田间重要农艺性状识别和精准鉴定系统。开发出水稻

的抽穗光谱特征，建立水稻抽穗的记录模型和指标，提高

早熟水稻的筛选效率。成果登记1项，SCI文章1篇，申请发

明专利一项。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聘请专家 2人 2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聘请国（境）外专
家技术水平和行业影响力

较高 较高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

日

2023年12月

31日
15 1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指标1：聘请专家经费 15000人/元 15000人/元 15 1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提升项目单位科研

、生产水平或促进国家重大

项目实施方面

有所提升 明显提升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创新人才培养体制
机制，带动国内人才培养，

提升行业领域综合实力方面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10 8 需进一步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形成品牌效益，有
助于提升项目单位国际影响

力方面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10 8 有待进一步提升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聘请专家单位对外

专家满意度
≥92%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青年拔尖人才

主管部门 行政政法处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7.0万元 0.69万元 10 10% 1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7.0万元 0.69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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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参加各类培训班学习30学时，在区内区外参加新技术等
各种培训2-3场次，完成产业技术指导服务及培训5次，培训技术人

员和种植大户等50人才，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2项，申请软著1-

2项，发表文章1-2篇，选育新品系1-2个。 2024年度：参加各类培

训班学习30学时，在区内区外参加新技术等各种培训2-3场次，完成
产业技术指导服务及培训5次，培训技术人员和种植大户等50人才，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2项，申请软著1-2项，发表文章1-2篇，选育新

品系1-2个。 2025年度：参加各类培训班学习30学时，在区内区外

参加新技术等各种培训2-3场次，完成产业技术指导服务及培训
5次，培训技术人员和种植大户等50人才，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

2项，申请软著1-2项，发表文章1-2篇，选育新品系1-2个。

2023年度：参加各类培训班学习60学时，在区内区外
参加新技术等各种培训4场次，完成产业技术指导服务

及培训6次，培训技术人员和种植大户等90人才，获得

成果登记7项，植物新品种保护权3项；申请实用新型

专利3项，申请软著3项，选育新品系3的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指标1：登记软件著作权数 1-2项 3.00 5 5 无偏差

指标2：发表论文数量 1篇 0.00 5 3
已投递编辑部审稿，催

促尽快审

指标3：继续教育学习 30学时 60.00 5 5 无偏差

指标4：技术培训及技术服务 5次 6.00 5 5 无偏差

指标5：培训人员 50人 90.00 5 5 无偏差

指标6：选育新品系 1-2个 3.00 5 5 无偏差

指标7：授权新型实用专利 1-2项 3.00 5 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指标1：按照培养计划按时落实

执行
100% 100.00%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完成时间
2028年12月31

日
实施中 5 5 实施中

成本指标
 指标1：青年拔尖人才工作经
费

7万元 0.69万元 5 3
项目考核期为2023年-

2025年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个人科技创新能力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技术培训及指导服务对

促进乡村振兴方面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5 5 无偏差

指标2：通过产业培训提升宁夏

小麦产业发展效益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5 5 无偏差

指标3：个人科研能力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5 5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人才培养在促进宁夏

小麦在环保、绿色育种生产上

持续发展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个人科技创新能力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5 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

执行满意度
≥92%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87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

二、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是指各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

费两部分。

四、项目支出：是指各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支出。

六、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是指自治区级本级财政预

算安排用于支持自治区农林科学院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专项



资金。（《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管理办法》

宁财规发〔2023〕539 号）。

第五部分 附件

无其他有关公开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