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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按照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宁夏农林科学院

及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宁编办发〔2013〕

128 号）规定，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职责是：

1.开展果树、蔬菜、西甜瓜、食用菌、花卉等园艺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与创新利用研究。

2.开展温棚设施设计与环境调控技术研究。

3.开展露地和设施园艺作物生理及优质、高产、高效、

安全生产技术研究与试验示范。

4.开展园艺产品采收及贮藏加工等技术研究与示范。

二、机构设置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为宁夏农林科学院所属正处级事业单位，是纳入宁

夏农林科学院 2023 年部门决算编制的二级预算单位。内设

办公室、果树研究室、西甜瓜研究室、蔬菜研究室、食用菌

和花卉研究室、园艺产品加工贮藏研究室 6 个正科级机构。



第二部分 2023 年度部门决算表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 01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行次 决算数

栏次 1 栏次 2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 36,445,552.5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 二、外交支出 3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 三、国防支出 33

四、上级补助收入 4 四、公共安全支出 34

五、事业收入 5 8,727,338.00 五、教育支出 35

六、经营收入 6 六、科学技术支出 36 42,444,492.68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7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7

八、其他收入 8 999,408.61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 2,572,588.96
9 九、卫生健康支出 39 333,100.00
10 十、节能环保支出 40

11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41

12 十二、农林水支出 42 2,129,889.21
1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43

14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44

1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5

16 十六、金融支出 46

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7

18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8

1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49 929,152.00
2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0

21 二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3

22 二十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4

23 二十三、其他支出 55

24 二十四、债务还本支出 56

25 二十五、债务付息支出 57

26 二十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58

本年收入合计 27 46,172,299.17 本年支出合计 59 48,409,222.85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28 79,650.22 结余分配 60

年初结转和结余 29 8,964,369.43 年末结转和结余 61 6,807,095.97
总计 30 55,216,318.82 总计 62 55,216,318.82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余结转情况



收入决算表
公开 02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

元

项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

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教育

收费

栏次 1 2 3 4 5 6 7

合计 46,172,299.17 36,445,552.56 8,727,338.00 999,408.61

2060503 科技条件专项 1,300,000.00 1,300,000.00

20604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920,000.00 920,000.00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7,450,000.00 7,450,000.00

2060203 自然科学基金 240,000.00 240,000.00

2130206 技术推广与转化 1,200,000.00 1,200,000.00

2130205 森林资源培育 500,000.00 500,000.00

2130122 农业生产发展 360,000.00 360,000.00

21301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500,000.00 500,00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67,753.39 967,753.39

2210203 购房补贴 253,190.00 253,19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69,217.99 269,217.99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33,100.00 333,100.00

2080116 引进人才费用 442,000.00 442,00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75,962.00 675,962.00

2060199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29,964,646.92 20,237,900.31 8,727,338.00 999,408.6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96,428.87 796,428.87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支出决算表
公开 03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

位：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

出

功能分

类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48,409,222.85 11,447,149.39 36,962,073.46

2060503 科技条件专项 136,190.00 136,190.00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7,784,140.39 7,784,140.39

20604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822,262.45 822,262.45

2060203 自然科学基金 237,505.09 237,505.09

2130205 森林资源培育 506,298.35 506,298.35

2130206 技术推广与转化 901,043.56 901,043.56

2130122 农业生产发展 254,218.80 254,218.80

21301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468,328.50 468,328.50

2060199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33,264,394.75 8,151,497.14 25,112,897.61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69,217.99 269,217.99

2080116 引进人才费用 539,188.71 539,188.71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33,100.00 333,10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96,428.87 796,428.8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75,962.00 675,962.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67,753.39 967,753.39

2210203 购房补贴 253,190.00 253,190.00

2069901 科技奖励 200,000.00 200,00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 04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行

次
决算数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栏 次 1 栏 次 2 3 4 5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 36,445,552.5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 二、外交支出 34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3 三、国防支出 35

4 四、公共安全支出 36

5 五、教育支出 37

6 六、科学技术支出 38 29,271,861.88 29,271,861.88
7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39

8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 2,572,588.96 2,572,588.96
9 九、卫生健康支出 41 333,100.00 333,100.00
10 十、节能环保支出 42

11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43

12 十二、农林水支出 44 2,129,889.21 2,129,889.21
1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45

14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46

1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7

16 十六、金融支出 48

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9

18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50

1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51 929,152.00 929,152.00
2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2

21 二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53

22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54

23 二十二、其他支出 55

24 二十三、债务还本支出 56

25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57

26 二十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 58

本年收入合计 27 36,445,552.56 本年支出合计 59 35,236,592.05 35,236,592.05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28 1,365,130.44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60 2,574,090.95 2,574,090.95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9 1,365,130.44 6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0 6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31 63

合计 32 37,810,683.00 合计 64 37,810,683.00 37,810,683.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余结转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 05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

类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合计 35,236,592.05 10,093,552.56 25,143,039.49

2060503 科技条件专项 136,190.00 136,190.00

2060404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822,262.45 822,262.45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7,784,140.39 7,784,140.39

2060203 自然科学基金 237,505.09 237,505.09

2130206 技术推广与转化 901,043.56 901,043.56

2130205 森林资源培育 506,298.35 506,298.35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67,753.39 967,753.39

2080116 引进人才费用 539,188.71 539,188.7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675,962.00 675,962.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96,428.87 796,428.87

2210203 购房补贴 253,190.00 253,19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33,100.00 333,100.00

2060199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20,091,763.95 6,797,900.31 13,293,863.64

21301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468,328.50 468,328.50

2130122 农业生产发展 254,218.80 254,218.8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69,217.99 269,217.99

2069901 科技奖励 200,000.00 200,00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公开 06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元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01 工资福利支出 9,269,234.5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59,192.00 307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30101 基本工资 2,355,316.00 30201 办公费 88,899.20 30701 国内债务付息

30102 津贴补贴 2,865,860.00 30202 印刷费 30702 国外债务付息

30103 奖金 30203 咨询费 310 资本性支出 84,028.00

30106 伙食补助费 30204 手续费 310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30107 绩效工资 1,216,807.00 30205 水费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84,028.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96,428.87 30206 电费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967,753.39 30207 邮电费 31005 基础设施建设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33,100.00 30208 取暖费 42,700.00 31006 大型修缮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0209 物业管理费 95,400.00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4,007.31 30211 差旅费 26,480.50 31008 物资储备

30113 住房公积金 675,962.00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31009 土地补偿

30114 医疗费 34,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31010 安置补助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0214 租赁费 31011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1,097.99 30215 会议费 31012 拆迁补偿

30301 离休费 30216 培训费 31013 公务用车购置

30302 退休费 224,417.99 30217 公务接待费 310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30303 退职（役）费 30218 专用材料费 31021 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30304 抚恤金 30224 被装购置费 31022 无形资产购置

30305 生活补助 30225 专用燃料费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30306 救济费 30226 劳务费 4,500.00 399 其他支出

30307 医疗费补助 44,8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39907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30308 助学金 30228 工会经费 75,700.00 39908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补贴

30309 奖励金 11,880.00 30229 福利费 39909 经常性赠与

30310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910 资本性赠与

30311 代缴社会保险费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39999 其他支出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02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30299 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125,512.30

人员经费合计 9,550,332.56 公用经费合计 543,220.00

合 计 10,093,552.56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公开 07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元

2023 年度预算数 2023 年度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

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

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0,000.00 0.00 22,000.00 0.00 22,000.00 8,000.00 128,987.87 128,987.87 0.00 0.00 0.00 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情况。其中，2023 年度预算数为“三公”经费全年预算数，反映按规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决

算数是包括当年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 08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结转和

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23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本

表无数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 09 表

公开部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合计

注：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23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本表无数据



第三部分 2023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 年 度 收 入 总 计 55,216,318.82 元 ， 支 出 总 计

55,216,318.82 元。与 2022 年度相比，收入和支出总计各增

加 8,907,620.51元，增长 19.24%，主要原因是本年度财政项

目经费收入增加，支出同时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收入合计46,172,299.17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36,445,552.56元，占78.93%；上级补助收入0.00元；事业

收入8,727,338.00元，占18.90%；经营收入0.00元；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999,408.61元，占2.17%。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 年度支出合计 48,409,222.85 元，其中：基本支出

11,447,149.39 元，占 23.65%；项目支出 36,962,073.46 元，

占 76.35%；上缴上级支出 0.00元；经营支出 0.00元；对附

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37,810,683.00 元，支出总

计 37,810,683.00 元。与 2022 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和支

出总计各增加 3,359,448.70 元，增长 9.75%，主要原因是本

年度财政项目经费收入增加，支出同时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5,236,592.05元，占本年支

出合计的 72.79%。与 2022年度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增加 2,150,798.19 元，增长 6.50%，主要原因是本年

度财政项目经费收入增加，支出同时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5,236,592.05元，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

科学技术（类）支出 29,271,861.88 元，占 83.07%；社

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572,588.96 元，占 7.30%；卫生

健康（类）支出 333,100.00元，占 0.95%；农林水（类）支

出 2,129,889.21元，占 6.04%；住房保障（类）支出 929,152.00

元，占 2.64%。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25,856,700.00

元，支出决算为 35,236,592.05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6.28%。

其中：

1.科学技术（类）支出年初预算数 21,381,900.00元，决

算数 29,271,861.88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36.90%，决算数

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工资调整增加的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年初预算数 1,687,600.00

元，决算数 2,572,588.96 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52.44%，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工资调整增加职业

年金和年中新增人才项目经费。

3.卫生健康（类）支出年初预算数 333,100.00元，决算

数 333,10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00%，决算数等于预

算数。

4.农林水（类）支出年初预算数 1510,500.00元，决算数



2,129,889.21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41.01%，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年中新增科研项目经费。

5.住房保障（类）支出年初预算数 943,600.00元，决算

数 929,152.00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98.47%，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公积金按照实有人数增减变动情况

据实列支。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按

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0,093,552.56

元，其中：人员经费9,550,332.56元，公用经费543,220.00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9,269,234.57元，较2023年度年初预算数

增加631,534.57元，增长7.31%，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工资调整，

年中追加了职业年金预算；较 2022年度决算数减少

645,779.82元，降低6.51%。

2.商品和服务支出459,192.00元，较2023年度年初预算数

减少122,608.00元，降低21.07%，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厉行

节约等要求，从严控制培训费、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较2022

年度决算数增加95,814.00元，增长26.37%。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81,097.99元，较2023年度年初预

算数增加27,497.99元，增长10.84%，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工资

调整；较2022年度决算数增加36,267.37元，增长14.81%。

4.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0.00元，2023年度年初预算

数 0.00元；较 2022年度决算数无变动。

5.资本性支出 84,028.00元，较 2023 年度年初预算数增



加 5,828.00元，增长 7.45%，主要原因是结合当年实际情况，

增加了设备购置；较 2022年度决算数增加 18,838.00元，增

长 28.90%。

6.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0.00元，2023年度年初预算

数 0.00元；较 2022年度决算数无变动。

7.对企业补助 0.00 元，2023 年度年初预算数 0.00 元；

较 2022年度决算数无变动。

8.其他支出 0.00 元，2023 年度年初预算数 0.00 元；较

2022年度决算数无变动。

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30,000.00元，

支出决算为128,987.87元，完成预算的429.96%，2023年度“三

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根据《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自治区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

施意见》（宁政办发〔2022〕53号）精神，“四减轻科研人

员事务性负担（十七）改进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方

式从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三公’经

费统计范围，不受零增长要求限制”。

2023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22年度增

加128,987.87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受疫情影响 ，

科研人员未开展出国学术交流合作等工作。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支出决算为128,987.87

元，完成预算的100%；比2022年度增加128,987.87元，增长



100%。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根据《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自治区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

见》（宁政办发〔2022〕53号）精神，“四减轻科研人员事

务性负担（十七）改进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方式从

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三公’经费统

计范围，不受零增长要求限制”。决算数较上年增加的主要

原因是上年受疫情影响 ，科研人员未开展出国学术交流合

作等工作。2023年度因公出国（境）团组数1个，累计因公

出国（境）人次数3人次。主要用于开展以下工作：科研人

员因公临时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等。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22,000.00元，支出

决算为0.00元，完成预算的0%；比2022年度增加0.00元，增

长0%。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求，从严控制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开支。决算数较上年无变动。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为0.00元，购置数为0辆，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00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开支财

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业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

3.公务接待费预算为8,000.00元，支出决算为0.00元，完

成预算的0%；比2022年度增加0.00元，增长0%。决算数小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

行节约要求，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支出。决算数较上年无

变动。其中：国内接待费支出0.00元，国（境）外接待费支

出0.00元。2023年度国内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内公务接待人

次0人，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境）外公务接待



人次0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2023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00元，本年支

出0.0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00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2023年度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023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00元，支出0.00

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00元。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3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元，与 2022年

度一致。

2023年度本部门事业运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0,093,552.56 元（其中：人员经费 9,550,332.56 元，公用经费

543,220.00元），比 2022年度减少 494,860.45元，降低 4.67%。

主要原因是上年依据政策性工资调整，年中追加了基本养老

保险、职业年金及住房公积金等预算。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3年度本部门全口径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5,472,414.00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5,472,414.00元、政府采购工

程支出 0.00 元、政府采购服务 0.00 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

金额 5,472,414.00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



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5,472,414.00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的 100%，货物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

出金额的 10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

出金额的 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

金额的 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0 平方米，

共有车辆 1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辆、其他用车 1辆；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套）。本单位办公房屋为宁夏农林

科学院科技创新大楼。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在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组织下，

本单位对 2023 年度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主要包括农业

科技自主创新项目、重点研发项目等，涉及资金共 2500.0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按照预算绩

效管理的要求，本单位结合内控制度建设的健全完善，不断

提高本单位和广大职工的绩效意识，切实推动本单位绩效管

理工作的开展，确保财政资金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按照信息

公开要求，每年在本单位范围内对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结果进

行公开，增强绩效信息的透明度，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使用，

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2.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在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组织

下，本单位开展了 2023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对 2023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进行了全覆盖绩效评价，组织完

成 21个项目综合自评，自评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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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1 年入选自治区科技领军人才培养项目专项经费 15.00 97

2 2022 年青年拔尖人才首期经费 7.00 95

3 2022 年自治区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人选培养经费 3.00 94

4 2023 年自治区博士硕士工作补助安家费拨款 19.20 100

5
2023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林木良

种繁育补助)
20.00 100

6 2023 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木良种培育补助 50.62 99

7 2023 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100.00 99

8 成果转化项目 339.30 98

9 对外合作交流项目 102.27 98

10 科技创新引导项目 115.00 98

11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 781.00 98

12 重大科技平台建设提升项目 10.90 100

13 中央种业发展项目(葡萄种质保护等) 25.00 98

14 种业振兴行动(冷凉蔬菜) 50.42 99.4

15 2023 年东西部科技成果引进转化项目 92.00 97

16 2023 年特色产业重点研发项目 315.00 97

17 2023 年特色产业重点研发专项(第二批) 40.00 98

18 2023 年特色产业重点研发专项(第三批) 360.00 98

19 2023 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31 98

20 2023 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二批) 10.00 99

21 2023 自治区东西部联合研发专项项目(第三批) 30.00 96

合计 2500.02



3.绩效管理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绩效管理中发现的主要问题：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由于学

习不到位，设置不够科学。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组织科研

人员学习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编制；二是严把预算项目绩效

目标编制质量关，科学合理设置科研项目的绩效目标，以项

目绩效目标引领项目实施，扎实整改；三是优化预算项目绩

效评价，推动科研质量提升，促进成果转化。

（附《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入选自治区科技领军人才培养项目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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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3.11 10 87.40% 8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5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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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日光温室种植番茄为模式作物，开展东西垄向模式下水肥精准管

理方案的研究，研制水肥控制装置，为日光温室番茄高产栽培提供
依据。参加学术交流1次，申报专利1项，发表文章1篇。

以日光温室种植番茄为模式作物，开展东西垄向宜机化栽培技术研究

示范，初步形成越冬茬番茄东西垄栽培模式下水肥管理方案1套，组装

水肥控制装置1套。2024年参加学术交流1次，外出学习20天，申报专
利1项，发表文章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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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温室番茄东西垄向
栽培水肥管理方案

1套 1套 7 7 无偏差

参加学术交流 1次 1次 7 7 无偏差

申报专利 1项 1项 7 7 无偏差

发表文章 1篇 1篇 7 7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试验基地设施蔬菜机械

化水平
提高10%以上 15% 7 7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年度任务目标完成 100% 100% 7 7 无偏差

成本指标
自治区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培养资金

15万元 13.11万 8 7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亩降低人工成本 500元 750元 8 8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农机合作社就业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

效转变

工作效率显

著提高

工作效率显

著提高
7 7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力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7 7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9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7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青年拔尖人才首期经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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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5 10 64.29% 6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7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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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番茄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与新品种选育研究，收集番茄种质资源

50份，配制杂交组合65份，申请品种登记1项。

开展番茄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与新品种选育研究，收集番茄种质资源

50份，配制杂交组合65份，申请品种登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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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质资源收集 50份 50份 8 8 无偏差

配制杂交组合 90份 90份 8 8 无偏差

申请品种登记 1项 1项 8 8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樱桃番茄商品果率 提高10% 提高10% 8 8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 12月底100% 12月底100% 9 9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经费 7万元 4.5万元 9 8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示范区亩综合经济效益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10 10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无 无 无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丰富宁夏番茄种质资源

储备
明显增加 明显增加 10 10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5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自治区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人选培养经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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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6 10 53.33% 5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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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UV-B照射时长诱导酿酒葡萄果实类黄酮类代谢差异物质；

2、录用文章1篇。

1、UV-B照射酿酒葡萄‘赤霞珠’2 h时，果实品质和类黄酮代谢产物表

现最佳。2、在《食品工业科技》网络首发论文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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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用文章（篇） 1 1 12 12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论文发表期刊（核心或

普通）
核心 核心 12 1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任务 100% 100% 12 12 无偏差

成本指标 人才经费 3万 1.6万 14 13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培养人才作用 积极 积极 8 8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培养青年科技托举人才 积极 积极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鼓励创新有效引导 有效 有效 7 7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促进人才资源可持续影

响力
促进 促进 7 7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4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自治区博士硕士工作补助安家费拨款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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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19.2 19.2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9.2 1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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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博士补助发放工作办法》，为达到吸引人

才，落实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各项措施的总体目标，发放2023年博

士工作补助14.4万，发放2023年硕士工作补助4.8万元。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博士补助发放工作办法》，为达到吸引人才，

落实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各项措施的总体目标，发放2023年博士工作

补助14.4万，发放2023年硕士工作补助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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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博士人数 3名 3名 10 10 无偏差

我所硕士人数 1名 1名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吸引人才 显著 显著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完成时间 2023-12-31 2023-12-31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 19.2万 19.2万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无 无 无

社会效益
指标

吸引更多人才来宁夏从
事科研创新工作

显著 显著 10 10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改善生态环境 显著 显著 10 10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人才激励 显著 显著 10 10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人才满意度 大于90% 大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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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林木良种繁育补助)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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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20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20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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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225亩种质库果树枝条等进行资源循环利用；通过盐碱改良剂及小分

子量有机酸、微生物菌肥对土壤进行改良；对300米围栏进行维修。

对225亩种质库果树枝条等进行资源循环利用，完成5吨林木废弃物枝

条还田；通过盐碱改良剂及小分子量有机酸、微生物菌肥对土壤进行
改良，pH≦8.0、含盐量≦0.92g/kg；对300米围栏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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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亩林木废弃物进行

秸秆还田
225亩 225亩 5 5 无偏差

对225亩土地进行盐碱

地综合改良
225亩 225亩 5 5 无偏差

维修300米围栏 300米 300米 5 5 无偏差

果树枝条利用率提高 20% 25% 5 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pH平均降低0.5以上，
含盐量降到1.0g/kg左

右

pH≦8.3、含盐量

≦1.0g/kg

pH≦8.0、含
盐量≦

0.92g/kg

5 5 无偏差

土壤团粒结构及通透性

改善
显著改善 显著改善 5 5 无偏差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5 5 无偏差

资金支付进度按照院所

要求
100% 100% 5 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20万 20万 5 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平均产量增加10%左右 亩增产30公斤

亩增产30公

斤
8 8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种质库基础条件得到改
善提高

显著改善 显著改善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土地质量提升、废弃物
利用率提高

显著提升、提高
20%

显著提升、
提高20%

7 7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种质库的持续利用价值
持续提升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7 7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资源库实施人员满意度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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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林木良种培育补助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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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 50.62 50.62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50 50 — —

上年结转

资金
0.62 0.62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抚育管护林木种质资源库225亩；2. 收集葡萄、枣、梨种质资源

15份；3. 完成葡萄、苹果、梨、桃各10份种质资源植物学性状、生物学

特性、果实品质的鉴定；4. 对苹果19个砧木嫁接同一品种树体生长特性
的评价；5. 配置鲜食葡萄杂交组合3-4个，繁育葡萄优良品种（系）种

苗2000-3000株；6. 完成10份枣初选杂交优系表型性状的鉴定； 7. 购

置打药设备1套；8. 制作林木种质库大标识牌1幅； 9. 制作林木种质库

资源标识牌1000个。

1.运行维护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葡萄、枣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225
亩，包括种质资源肥水管理、整形修剪、病虫害综合防控等；2.收集

鲜食葡萄种质资源5份、枣种质资源5份、梨种质资源5份；3.对保存结

果的种质资源开展品质测定与分析，包括葡萄、苹果、桃、梨种质资

源各10份。完成其经济性状及农艺性状、植物学性状的评价，筛选出
性状表现良好的品种14个，开展品种评价，在数据库录入110份资源的

表型数据。取得发明专利3项，成果登记3项，新品种保护权1项，发表

论文3篇，颁布实施地方标准1项；4.对苹果19个砧木嫁接同一品种

（阿珍富士）树体生长特性的评价；初步筛选出抗性强，长势良好的
组合6-8个；5.以培育抗病、优质品种为目标，配置杂交组合14个；

6.繁育葡萄优良品种（系）种苗3820株；7.完成10份枣初选杂交单株

叶片和果实表型性状评价；8.购置风送式打药设备1套；9.制作林木种

质资源库大标牌1幅； 10.制作林木种质资源库品种标识牌14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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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育管护林木种质资源库

（亩）
225 225 4 4 无偏差

收集葡萄、枣、梨种质资源

（份）
15 15 4 4 无偏差

鉴定葡萄、苹果、梨、桃种质
资源植物学性状、生物学特性

、果实品质（份）

40 76 4 4 无偏差

评价同一苹果品种嫁接不同砧

木树体生长特性（个）
19 22 4 4 无偏差

配置鲜食葡萄杂交组合（个） 3-4 10 3 3 无偏差

繁育葡萄优良品种（系）种苗

（株）
2000-3000 3280 3 3 无偏差

鉴定枣初选杂交优系表型性状

（份）
10 10 3 3 无偏差

购置打药设备（套） 1 1 3 3 无偏差

制作林木种质库大标识牌

（幅）
1 1 3 3 无偏差

制作林木种质库资源标识牌

（个）
1000 1436 3 3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引选苗木成活率 90% 86% 3 2

所引苗木质量较差，成活率
低，引进高质量苗木。

病虫害防治率 90% 90% 3 3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当期任务完成率 95% 95% 3 3 无偏差

项目资金支付率 90% 100% 3 3 无偏差

成本指标
资源库中央财政补助标准（元

/亩）
2222 2222 4 4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0 0 0

社会效益

指标

促进林木种质保护和利用 明显 明显 8 8 无偏差

为企业和农户提供技术支撑 经常 经常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继续提高水肥等资源利用率 继续改善 继续改善 7 7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资源库资源收集保存利用产生
的可持续效益（短期、中期、

长期）

长期 长期 7 7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主管业务部门、群众 9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9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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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70.1 10 70.10% 9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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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核心示范基地300亩，辐射基地1个；病虫害防治效果达到

500%以上，技术辐射推广300亩；举办培训1场次。培养技术骨干

10人，培训农户60人次，发放培训手册300份，亩均产量600kg，

亩均收入达1800元以上。建设具有产业特色的所企合作样板，辐
射带动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

目标1：选择示范基地308亩，技术措施落实，技术辐射周边果园2000亩

。目标2：正常年份下示范基地亩均产达1200kg-2500kg，果实可溶性固
形物13.73%，优果率达到68.5%。目标3：化肥减少投入32.4%，土壤有

机质达到1.4%以上，农药品种和次数减少2-3种/次。目标4：举办培训

或观摩3场次，培训技术骨干35人次，培训农户总人数达240余人次，亩

均收入达到3000元以上。目标5：发放技术资料600份/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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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推广（亩） 300亩 2000亩 6 6 示范园周边集中连片

亩均产量（千克） 500千克 1000千克 6 6 当年果园是大年

建立示范基地（亩） 300亩 308亩 6 6 无偏差

质量指标

病虫害防治效果（%） ≥50% 65% 6 6 无偏差

当年优果率 ≥65% 68.50% 6 6 无偏差

林业科技成果具有示范
及熟化效果

≥70% 95% 6 6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完成进度 100% 100% 6 6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100万元 70.1万 8 8

2023-2025项目资金一次到位

100万元，2023年预算70万

元，执行70.1万元。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平均亩收入（元） 1800元 ≥3000 8 8 当年果园是大年

社会效益
指标

亩生产可吸纳直接劳动
力

1.5个 2个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节省水肥施用量 ≥20% ≥25% 7 7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

高质量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7 7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林业科技推广示范技术

培训果农满意度
≥7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9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成果转化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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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3 339.3 326.4 10 96.20% 9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38 338 — —

上年结转
资金

1.3 1.3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示范适宜轻简化栽培的西瓜、番茄辣椒新品种4个，示范设施瓜菜、

葡萄、肉牛、牧草、农作物和牛粪资源化关键生产技术7项；建立示范

基地7个，核心示范面积250亩，辐射10000亩，经济效益提高15%左

右，培训700人（次）。引领带动产业大县、新型经营主体、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示范区，推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2围绕红寺堡特色农业科技

需求，开展枸杞、酿酒葡萄、黄花菜绿色生产、农机农艺融合等集成

示范；滩羊、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集成示范。转化示范5项关键技

术，建立示范基地4个，面积2000亩以上，示范肉羊（牛）3000只
（头）；培训600人次以上，促进产业节本增效、优质高效。3.引进筛

选优新草莓品种4-6个，架下栽培食用菌种类2-3种；引进设施草莓水

肥环控装备1～2套，建立核心示范基地1个。4.在祥河村展示香菇新品

种2个，农菌循环模式1项，示范种植香菇2亩、草菇1亩；示范精品番
茄品种3个，优质果率提高到80%，辐射面积10亩；完成设施精品葡萄

阳光玫瑰大苗定植、树形培育工作；改造设施杏树密植园2座；种植芦

竹10亩，其他作物20亩，建立盐碱地综合改良利用30亩，海燕村建立

核心示范区30亩，辐射带动300亩，示范区建园成活率提高15%，亩产
量提高10%以上，提高农户技术水平。

1.建立瓜菜轻简化示范基地210亩。示范西瓜新品种11个，亩节本增效

1200元以上。建立大青葡萄、樱桃高效栽培技术示范基地60亩，亩增产
5%。建立牧草高效栽培示范基地10000亩，苜蓿青贮裹包5000t。示范牧

草品种6个，亩增收160元。在吴忠市利通区利原村建立肉牛养殖及疫病

防控基地1个，示范高效养殖肉牛80头，犊牛成活率98.3%；粮饲通用型

玉米示范基地1个80亩、玉米亩增收150元。畜禽废弃物处理基地1个，牛
粪堆肥300T。培训农户720人；2.围绕红寺堡区枸杞、酿酒葡萄、黄花菜

、滩羊及肉牛等特色农业发展的科技需求，并结合梨花村驻村工作队科

技促进乡村振兴工作，建立了11个种养殖基地，转化示范10项技术，示

范酿酒葡萄、黄花菜、枸杞及青贮饲草种植面积3200亩；青贮1200吨。
示范牛羊养殖1.05万头以上；指导青贮400吨；牛羊疾病诊断率90%以上

。培训14次，人数1238人；3.引进筛选优新草莓品种7个，架下栽培食用

菌种类2种；引进设施草莓水肥环控装备2套，建立核心示范基地2个；4.

在祥河村展示香菇新品种2个，农菌循环模式1项，示范种植香菇2亩、草
菇1亩；示范精品番茄品种3个，优质果率提高到80%，辐射面积10亩；完

成设施精品葡萄阳光玫瑰大苗定植、树形培育工作；改造设施杏树密植

园2座；种植芦竹10亩，其他作物20亩，建立盐碱地综合改良利用30亩，

海燕村建立核心示范区30亩，辐射带动3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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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专利应用 3项 3项 2 2 无偏差

示范关键技术 4项 8项 2 2 无偏差

示范面积 410亩 410亩 2 2 无偏差

示范品种数量 8个 17个 2 2 无偏差

农民技术培训人数 630人次 720人次 2 2 无偏差

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量 20次以上 36次 2 2 无偏差

科技成果转化数 2-3项 2-3项 1 1 无偏差

专利申请数 2-3项 2-3项 1 1 无偏差

一般论文 2 2 1 1 无偏差

高质量论文 1 1 1 1 无偏差

示范的关键技术数量 5 8 1 1 无偏差

核心示范面积 250亩 350亩 2 2 无偏差

建立示范基地 7个 11个 2 2 无偏差

培训人员 700人次 720人次 2 2 无偏差

辐射推广面积 10000亩 10000亩 4 4 无偏差

集成示范新技术 5项 5项 2 2 无偏差

引进资源、品种份数 4 4 1 1 无偏差

对外交流次数 6次 6次 1 1 无偏差

示范新品种 8个 9个 2 2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机械化利用率 50%以上 55% 2 2 无偏差

示范区瓜菜、大青葡萄、牧草

、农作物、黄花菜品质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质量指标 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等实际获

得的经济收入增长率
10% 10% 2 2 无偏差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能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1 1 无偏差

水肥利用率 提高15%以上 提高15%以上 1 1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12-31 2023-12-31 1 1 无偏差

成本指标

优质草莓品种引进及设施丰产
高效栽培技术试验示范

20万元 20万元 2 2 无偏差

祥河村海燕村农业特色产业提
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128万元 120万元 2 1 无偏差

吴忠优势特色产业绿色高效生

产技术示范
100万元 100万元 2 2 无偏差

红寺堡优势特色农业高质量发

展技术示范与推广
90万元 86.4万元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核心示范区瓜菜、大青葡萄、
牧草、农作物亩综合经济效益

提高10% 12% 5 5 无偏差

核心示范区瓜菜、大青葡萄、
牧草、农作物亩节本增收

150元
农作物、牧草

150元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引进筛选鉴定果蔬种质资源
保障园艺作物

物种多样性

保障园艺作物

物种多样性
5 5 无偏差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5 5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作物向减水减肥、绿色优质转

变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高质量

转变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5 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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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合作交流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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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7 102.27 102.27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00 100 — —

上年结转
资金

2.27 2.27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进一步验证与筛选，初步筛选出适宜宁夏栽培的食用菌优新品种

2-3个。2.发表论文1篇，申请专利1项；完成采集标本100份，获取
活体菌株10个；建立并完善六盘山野生大型真菌标本室；整理完善

六盘山大型真菌资源目录；人工驯化野生食用菌1种，探索栽培技

术。3.进一步验证，筛选出食用菌栽培基质2-3个。初步总结出食

用菌绿色高质高产栽培关键技术2-3套。4.明确宁夏食用菌主要有
害生物种类及分布；明确宁夏食用菌主要有害生物发生规律；筛选

引进2-3种防治食用菌主要有害生物的高效低毒药剂、杀虫装置等

。发表论文1-2篇，申请专利1-2项。5.明确宁夏食用菌质量安全现

状。获得食用菌复合风味脆片产品。初步确定食用菌杂粮饼干制备
的工艺参数及工艺流程；初步获得食用菌杂粮饼干产品。申请专利

1.初步筛选出适宜宁夏栽培的食用菌优新品种3个。2.完成采集标本

150余份，获取活体菌株 20个；建立并完善六盘山野生大型真菌标本

室；整理完善六盘山大型真菌资源目录；人工驯化野生食用菌 1种，

探索栽培技术。3.筛选出食用菌栽培基质3个，初步总结出食用菌绿色
高质高产栽培关键技术3套。4.明确宁夏食用菌主要有害生物种类、分

布及发生规律，筛选引进2种防治食用菌主要有害生物的高效低毒药剂

、杀虫装置等。5.明确宁夏食用菌质量安全现状，获得食用菌复合风

味脆片产品，初步确定食用菌杂粮饼干制备的工艺参数及工艺流程，
初步获得食用菌杂粮饼干产品。撰写发表论文3 篇，申请专利1项，获

批专利1项，培训农户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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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专利 2-3项 2项 5 4 无偏差

发表论文 2-3篇 3篇 5 4 撰写论文已投稿，尽快发表

初步总结出食用菌绿色

高质高产栽培关键技术
2-3套 3套 5 5 无偏差

获取活体菌株 10个 20个 5 5 无偏差

完成采集标本 100份 150份 5 5 无偏差

筛选出食用菌栽培基质 2-3个 3个 5 5 无偏差

初步筛选出优新品种 2-3个 3个 5 5 无偏差

年度实际立项项目数 1项 1项 3 3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项目执行完成合格率 100% 100% 4 4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12-31 2023-12-31 3 3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年度投入资金 100万元 100万元 5 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节本、增效 逐步增效 逐步增效 6 6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提供技术支撑 提供技术支撑 6 6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

效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6 6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力 逐步增强 逐步增强 6 6 无偏差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

高质量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6 6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98%以上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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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引导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

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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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15 115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15 1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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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年度优选的西瓜甜瓜品种6个进行栽培展示，进行2-3项设施西甜瓜

全生育期病虫害防控技术展示示范。研发3-4种土壤消毒和土壤微生物调控技
术。2.通过项目实施，获得不低于2000个bin分子标记。3.跟踪早熟灵武长枣

果实发育动态，利用个体重测序技术对早熟灵武长枣和普通灵武长枣进行全基

因测序，找出基因差异部位。4.解析不同砧木嫁接西瓜果实特殊风味形成的关

键调控因子，形成嫁接砧木筛选和评价指标体系。5.项目以枸杞枝条基质化利
用为目标，探明枸杞枝条基质栽培番茄互作系统中氮素去向。6.研究砧木在赤

霞珠果实发育不同阶段对光合特性、糖酸积累、相关代谢酶活性的影响。7.评

价了三种典型土壤根际土壤理化性质，揭示了三种典型土壤葡萄根际细菌多样

性。8.开展有机酸组分测定与分析、糖组分测定与分析、果皮酚类物质合成关
键酶活测定与分析等四项各16份。共申请专利2项，发表论文8-10篇。

1.引进15个新品种，筛选出6个优良品种栽培展示；进行3项设施

西甜瓜全生育期病虫害防控技术展示示范。研发3种土壤消毒和

土壤微生物调控技术；2.通过项目实施，获得不低于2000个bin

分子标记；3.项目以枸杞枝条基质化利用为目标，探明枸杞枝条
基质栽培番茄互作系统中氮素去向；4.测定分析了果实膨大期和

转色期砧木对葡萄叶片光合特性的影响；对赤霞珠不同砧穗组合

果实发育过程中的糖酸组分、相关代谢酶的活性进行了检测，分

析了砧木在果实发育不同阶段对糖酸积累、糖酸代谢相关酶的影
响；5.测定有机酸组分测定与分析、糖组分测定与分析、果皮酚

类物质合成关键酶活测定与分析等四项各20份；6.明确了不同砧

木嫁接对设施西瓜果实特殊风味形成的关键调控因子，形成嫁接

砧木筛选和评价指标体系1套；7.评价了三种典型土壤根际土壤
理化性质，揭示了三种典型土壤葡萄根际细菌多样性；8.跟踪早

熟灵武长枣果实发育动态，利用个体重测序技术对早熟灵武长枣

和普通灵武长枣进行全基因测序，找出基因差异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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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评价体系 1 1 1 1 无偏差

果皮酚类物质合成关键酶活测定与分析
（份）

16份 20 2 2 取样次数增加1次

果皮酚类物质代谢组测定与分析（份） 16份 20 2 2 取样次数增加1次

果实糖组分测定与分析（份） 16份 20 2 2 取样次数增加1次

果实有机酸组分测定与分析（份） 16份 20 2 2 取样次数增加1次

筛选砧木 1个 2个 1 1 无偏差

撰写报告 3 3 2 2 无偏差

申请专利 2项 2项 2 2 无偏差

获得bin分子标记 2000 2945 2 2 无偏差

农民技术培训人数 100 100 2 2 无偏差

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量 3 3 2 2 无偏差

对外交流次数 2 2 2 2 无偏差

示范的关键技术数量 2 2 2 2 无偏差

撰写论文 1-2篇 1-2篇 2 2 无偏差

发表论文 8-10篇 8-10篇 2 2 无偏差

示范品种份数 6 6 2 2 无偏差

引进品种份数 10 10 2 2 无偏差

获批专利 1 1 1 1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试验地生产管理质量 90% 90%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质量指标
找出基因差异部位 早熟相关基因

早熟相关基
因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能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2 2 无偏差

水肥利用率 20% 20% 2 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间 2023-12-31 2023-12-31 1 1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退砂地优质西甜瓜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项目
80万元 80万元 1 1 无偏差

贺兰山东麓不同小产区小气候与赤霞珠

酚类物质代谢差异的相关性研究项目
5万元 5万元 1 1 无偏差

贺兰山东麓三种典型土壤赤霞珠葡萄根

际微环境与品质相关性研究项目
5万元 5万元 1 1 无偏差

不同砧木对酿酒葡萄果实品质及糖酸代

谢的影响项目
5万元 5万元 1 1 无偏差

枸杞枝条基质栽培番茄互作系统中氮素

吸收利用及运移研究项目
5万元 5万元 1 1 无偏差

基于转录组学与代谢组学的嫁接西瓜品

质变化特征研究项目
5万元 5万元 1 1 无偏差

灵武长枣早熟芽变提早成熟分子机理研

究项目
5万元 5万元 1 1 无偏差

基于全基因组重测序的
‘Chambourcin’ x ‘赤霞珠’杂交群

体高密度遗传图谱构建项目

5万元 5万元 1 1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核心示范区亩综合经济效益 ≥3500元 ≥3500元 5 5 无偏差

节本、增效 500-800元 500-800元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提供坚实技术
支撑

提供坚实技
术支撑

5 5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转变

降低水，化肥
和农药使用，

提高绿色生产

技术水平

有效提升 5 4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高质量转变 引领作用显著 引领作用显

著
5 4 无偏差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力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5 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95%以上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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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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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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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 781 781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781 7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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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30-50个果树品种的资源调查档案，筛选出适宜的果树

品种20-30个。开展相关技术研究试验10项，总结实用技术5-8
项。开展技术培训5场次，培训300人次左右，培养技术骨干2

名。发表论文3-5篇，申请专利1-3个。申请制定地方标准1-2

个。2.引进西瓜、甜瓜种质资源60个,获得1-2西瓜甜瓜特性性

状遗传规律；完成120份资源抗病、优质、抗旱等田间和分子
鉴定。发表论文4篇，申请专利3个。完成120份甜瓜亲本材料

数量性状的分级评价研究。配制西瓜甜瓜杂交组合220份，开

展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研究，形成新技术1项。3.立足贺兰山东

麓自然条件和酿酒葡萄生产实际，收集葡萄种质资源5份以
上，获得杂交苗200株以上，监测果实品质（份）18份以上，

发表论文3-5篇，申请专利1-2件，培训400人次以上。4.配制

辣椒、番茄杂交组合150份，初步筛选出辣椒、番茄优良组合

10～20个；筛选耐低温高产黄瓜砧木品种2～3个、辣椒砧木品
种1～2个，宜机化娃娃菜芹菜品种3个；形成基于农业废弃物

的蔬菜育苗基质配方1个；完成鲜食番茄果实糖酸代谢特征机

制等试验4项；核心示范150亩，培养技术能手9人，培训人员

450人次以上，提出技术标准1项。申请专利8件、授权专利1～
2件，发表文章11篇。

1.完成74个果树品种的资源调查档案,筛选出适宜的果树品种20个；

开展相关技术研究试验12项，总结实用技术7项；累计开展技术培训12
次，培训305人次，培养技术骨干9名；发表论文11篇，申报专利2项

、授权5项；颁布地方标准1项，申请制（修）定地方标准5项；2.引进

西瓜种质资源53份，西瓜和甜瓜品种12个；完成了390份西瓜、甜瓜

资源全生育期种质资源表型指标调查、图像采集工作和抗病性分子鉴
定，自交授粉采收种子320份，配制杂交组合采收种子185套；引进20

种砧木与宁农科10号嫁接，建立示范基地5个，示范新技术7项，新品

种5个，核心示范面积1300亩；3.立足贺兰山东麓自然条件和酿酒葡

萄生产实际，收集葡萄种质资源5份，获得杂交苗600多株，监测果实
品质37份，发表论文5篇，授权专利4件，申请专利4件，培训826人

次；4.配制辣椒、番茄杂交组合150份，筛选出辣椒、番茄优良组合

23个；筛选耐低温高产黄瓜砧木品种2个、辣椒砧木品种1个，宜机化

娃娃菜芹菜品种3个；形成蔬菜育苗基质配方1个；完成鲜食番茄果实
糖酸代谢特征机制等试验4项；核心示范505亩，培养技术能手9人，培

训人员463人次，制定技术标准1项。授权专利5件，发表文章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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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区域示范 150亩 505亩 2 2 无偏差

对外合作交流次数 1 3 1 1 无偏差

提出技术标准 1项 1项 1 1 无偏差

示范优新品种 4个 5个 1 1 无偏差

筛选出优良组合 15 23 1 1 无偏差

配制杂交组合数 150 150 1 1 无偏差

农民技术培训人数 850 1594 2 2 无偏差

培养技术骨干 25-40人 46人 1 1 无偏差

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数量

10次以上 17次 1 1 无偏差

示范的关键技术数量 1项 4项 1 1 无偏差

形成技术标准数量 1项 1项 1 1 无偏差

监测果实品质（份） ≥18份 37份 1 1 无偏差

获得杂交苗木 ≥200株 600株 1 1 无偏差

收集葡萄种质资源 ≥5份 5份 1 1 无偏差

配制杂交组合 220份 220份 1 1 无偏差

新技术 1项 1项 1 1 无偏差

种质资源鉴定 120份 350份 1 1 无偏差

获得西瓜甜瓜特性性状遗

传规律
1-2个 1-2个 1 1 无偏差

引进种质资源 60个 65个 1 1 无偏差

专利授权数 4件 6件 1 1 无偏差

专利申请数 15-16件 14件 1 1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一般论文 12-14篇 14篇 2 2 无偏差

高质量论文 9篇 9篇 2 2 无偏差

示范的关键技术数量 5 4 1 1 无偏差

示范的品种数量 20 20 1 1 无偏差

引进资源、品种份数 10 10 1 1 无偏差

建立示范基地面积 500 1000 2 2 无偏差

建立示范基地数量 5 5 1 1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试验地生产管理质量 高 高 1 1 无偏差

试验示范区原料等级 优质 优质 1 1 无偏差

科研成果产出周期 缩短8% 缩短8% 1 1 无偏差

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等实
际获得的经济收入增长率

稳定增长 稳定增长 1 1 无偏差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能力 稳步提高 稳步提高 1 1 无偏差

水肥利用率 75% 75% 1 1 无偏差

机械化利用率 60% 60% 1 1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12-31 2023-12-31 2 2 无偏差

成本指标

西甜瓜新品种选育及提质

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132万元 132万元 2 2 无偏差

果树新品种（系）引选及

优质生态栽培技术集成创
新与示范

185万元 185万元 2 2 无偏差

宁夏蔬菜高质量发展科技

支撑关键技术研发
339万元 339万元 2 2 无偏差

酿酒葡萄种质创新及提质

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125万元 125万元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核心示范区亩综合经济效

益
稳步增长 稳步增长 3 3 无偏差

节本、增效
节本15%，增

效12%

减少15%-30%

水肥运筹高
效利用

3 3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

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3 3 无偏差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

提供技术支

撑

提供技术支

撑
3 3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

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3 3 无偏差

番茄秸秆废弃物利用率 ≥85% ≥85% 3 3 无偏差

核心示范区化学农药用量

减少
≥10% ≥10% 3 3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高
质量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3 3 无偏差

收集保存鉴定种质资源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3 3 无偏差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力 逐步增强 逐步增强 3 2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95%以上 95%以上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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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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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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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10.9 10.9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0 10 — —

上年结转
资金

0.9 0.9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实验室、办公室等8间房屋的水、电、暖气正常供应，支持

保障闽宁食用菌研发中心各个实验室、办公室正常运行。2.完成购
买维护实验设备所需的耗材及其维修费用等。购买接种室净化网、

纯水机过滤网及其它耗材等；安装和维修实验设备所需的耗材费，

确保仪器设备正常运转。3.完成实验室及楼道楼梯等管护工作，确

保该中心平台安全工作。

1.完成支付了实验室、办公室等8间房屋的水、电、暖气等费用，支持

保障闽宁食用菌研发中心各个实验室、办公室正常运行。2.购买接种
室净化网、纯水机过滤网及其它耗材等；安装和维修实验设备所需的

耗材附件等，确保仪器设备正常运转。3.完成了实验室及楼道楼梯等

管护工作，确保该中心平台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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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实际立项项目数 1项 1项 13 13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项目执行完成合格率 100% 100% 13 13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12-31 2023-12-31 11 11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闽宁食用菌研发中心平

台运行管护项目
10万元 10万元 13 13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节本、增效 逐步增效 逐步增效 6 6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提供技术支撑 提供技术支撑 6 6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

效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6 6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力 逐步增强 逐步增强 6 6 无偏差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

高质量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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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满意度 ≥9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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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种业发展项目(葡萄种质保护等)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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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 25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25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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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库维护：围栏及架材维修、排水沟清淤、棚膜更换

等；2、田间及树体管理：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治、埋
土防寒、树体夏季及冬季修剪、叶幕管理等日常管理工作。3、葡

萄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及表型鉴定：通过资料调研、实地考察等收

集酿酒葡萄资源3-5份，开展20份种质资源表型鉴定。

完成围栏及架材维修、排水沟清淤、棚膜更换等及田间及树体管理等

日常管理工作；引进了5个葡萄品种即：来自新疆瓜果研究所的3个耐
贮运、有玫瑰香气的鲜食新品种紫霞玫瑰、火州翠玉、绿洲宝石和1个

酿酒葡萄品种丹魄、1个抗寒鲜食酿酒兼用品种（内蒙鄂尔多斯）；对

30份资源的表型进行了表型调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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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酿酒葡萄资源 3-5份 5份 6 6 无偏差

管理好种质资源圃 100亩 100亩 6 6 无偏差

开展葡萄种质资源表型
鉴定

20份 30份 6 6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5 5 无偏差

资源保存率 90% 100% 5 5 无偏差

资源鉴定水平和能力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5 4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5 5 无偏差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5 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25万 25万 7 7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丰富宁夏的葡萄品种资

源，为育种工作奠定良
好的基础

逐步增强 逐步增强 8 8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促进种业振兴，为宁夏
宁酒葡萄高质量发展提

供品种保障

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废弃物利用率提高 30% 30% 7 7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引领葡萄资源、品种振
兴向高质量转变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 7 6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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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业振兴行动(冷凉蔬菜)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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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2 50.42 47.25 10 93.71% 9.4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50 50 — —

上年结转
资金

0.42 0.42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继续提升冷凉蔬菜良种繁育基地300亩，强化培育冷凉蔬菜良种繁

育龙头企业2个，研发选育在全国具有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冷凉

蔬菜新品种1个，引进集中示范展示国内外优良品种10类500个以
上，培养一批产学研、育繁推、产加销一体化的技术队伍3～5人，

继续完善冷凉蔬菜良种质量追溯体系，强化“宁字号”冷凉蔬菜良

种品牌。

继续提升冷凉蔬菜良种繁育基地300亩，强化培育冷凉蔬菜良种繁育龙

头企业2个，研发选育在全国具有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冷凉蔬菜新品
种1个，引进集中示范展示国内外优良品种10类510个，培养一批产学研

、育繁推、产加销一体化的技术队伍5人，继续完善冷凉蔬菜良种质量

追溯体系，强化“宁字号”冷凉蔬菜良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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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提升冷凉蔬菜良种

繁育基地
300亩 300亩 5 5 无偏差

培养一批产学研、育繁

推、产加销一体化的技

术队伍3～5人

3～5人 5人 4 4 无偏差

集中示范展示国内外优

良品种
≥500个 510个 5 5 无偏差

研发选育适宜我区种植

、市场竞争力强的冷凉

蔬菜优良品种

≥1个 1个 4 4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建成标准化的冷凉蔬菜

杂交制种基地

标准化制种

基地

标准化制种

基地
4 4 无偏差

确定主推目标品种 加强推广新
品种

加强推广新
品种

4 4 无偏差

冷凉蔬菜种质资源抗病
性等鉴定方法

提升资源鉴
定技术

提升资源鉴
定技术

4 4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 12月份完成

100%

12月份完成

100%
4 4 无偏差

成本指标

继续提升冷凉蔬菜良种

繁育基地
10万元 10万元 4 4 无偏差

良种繁育 10万元 10万元 4 4 无偏差

优新品种的展示示范及

推广
15万元 15万元 4 4 无偏差

研发培育优新品种 15万元 15万元 4 4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维护建成冷凉蔬菜杂交
制种和常规繁种基地

提升竞争能
力

提升竞争能
力

4 4 无偏差

推广新品种，增加亩收
益50元以上

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4 4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新品种推广 效益显著 效益显著 4 4 无偏差

新技术推广应用 节本高效 节本高效 4 4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提高 提高 4 4 无偏差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提高 提高 4 4 无偏差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 提高 提高 3 3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为冷凉蔬菜良种繁育产
业提供技术支撑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3 3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企业满意度 95%以上 10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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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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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92 82.22 10 89.37% 9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92 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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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企业对接，根据乡村振兴及科技计划成果“进园入县”行动具

体要求，制定总体项目实施方案；并开展相关技术成果落地及示范平
台搭建工作；对接示范基地及企业，制定总体项目实施方案，开展前

期成果适地性测试及部分技术示范。2.建立设施和露地西瓜示范基地

2-3个，总面积300亩；构建设施新品种与新技术集成示范模式，设施

西瓜新品种及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应用，核心示范100亩；构建露地、压
砂地西瓜新品种与新技术集成示范模式，核心示范200亩；培训1-2场

次，培训100人以上。

1.在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扁担沟镇、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建立示

范基地3个，总面积340亩；核心示范品种4个，配套多样化品种

16个；集成设施西甜瓜蜜蜂授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精量有
机肥水肥一体化生产技术、设施机械应用的“四位一体”生产技术和

露地西瓜新品种及节水增效生产关键技术体系，在示范基地示范应

用；开展技术观摩1次，开展培训2次，累计培训技人员、企业、生产

大户245人次。2.完成企业对接，制定总体项目实施方案；并开展相关
技术成果落地及示范平台搭建工作；对接示范基地及企业，制定总体

项目实施方案，开展前期成果适地性测试及部分技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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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费用 1批 1批 4 4
经费到位晚，2023年结余

经费于2024年支出完毕

对外协作费 1批 1批 4 4 无偏差

科研业务费 1批 1批 4 4 无偏差

试验材料费 1批 1批 4 4 无偏差

质量指标

精量水肥一体化技术示范率 100% 100% 4 4 无偏差

新品种替代率 100% 100% 4 4 无偏差

节约用水 5% 30% 3 3 无偏差

节本增收 提高8% 8% 3 3 无偏差

时效指标
12月底前完成本年度项目研

究和示范任务
100% 100% 4 4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其他费用 27.6万元 22.8万元 4 3 无偏差

对外协作费 16万元 16万元 4 4 无偏差

科研业务费 6.7万元 6.7万元 4 4 无偏差

试验材料费 41.7万元 36.7万元 4 3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新品种已经筛选与示范，亩

均降低成本0.008万*1000亩
8万元 8万元 3 3 无偏差

新品种已经筛选与示范，亩

均增产0.021万元*1000亩
21万元 21万元 3 3 无偏差

推广应用面积 300亩 340亩 3 3 无偏差

露地西瓜亩纯收益 0.25万元 0.2万元 3 3
瓜菜市场7月中旬后整体销

售和价格崩盘

设施西瓜亩纯收益 0.8万元 0.8万元 3 3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项目服务基层单位 2家 4家 2 2 无偏差

培训和技术服务人数（人
次）

100人次 245人次 3 3 开展2次培训

培养技术骨干 5人 5人 2 2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降低土壤耦合养分及农药残

留量
12% 12% 2 2 无偏差

节水、节能、减排 5% 15% 2 2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增加土壤缓冲能力 活化土壤微

生物种群

活化土壤微

生物种群
2 2 无偏差

硒砂瓜健康可持续生产、设
施西瓜轻简化生产

持续影响 持续影响 2 2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企业、农户满意度 95%以上 92%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7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特色产业重点研发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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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315 294.88 10 93.61% 9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15 3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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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食用菌新型栽培基质2个，集成示范双孢蘑菇、香

菇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各1 套、食用菌菌渣资源化高效循

环利用技术2套；2.筛选得到优质免套袋苹果、桃品种5个，

继续建立苹果、桃轻简栽培与高质量生产技术试验示范基
地；3.完成“宁葡1号”DUS自主测试相关性状数据调查，完

成各基因型生长势调查；4.筛选出有效缓解低温胁迫的外源

调节剂1-2种，集成创新有效缓解低温胁迫的技术1项；5.形

成日光温室嫁接西瓜高品质生产技术规程1套，探明嫁接西
瓜与自根西瓜果实糖酸组分代谢差异特征；6.重点开展地下

渗灌、绿电防霜冻、蟠枣育种、苹果防鸟害等关键技术的研

究；7.继续对引进的灰树花、羊肚菌进行菌种扩繁工作，完

善总结珍稀食用菌绿色优质高产关键栽培技术；8.开发设施
典型蔬菜智慧种植PaaS平台1套，创制设施果菜多茬口少管

理高效栽培技术体系1套；9.初步提出退砂地土壤改良技术1

项，筛选出土壤调理改良产品 1-2种；初步提出轮作倒茬和

复合种植技术1项，初步提出适合退砂地的西瓜优质高效栽
培技术模式1套；10.继续建立苹果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示

范园1个，继续开展3项技术集成示范，继续建立基础母牛提

质增效技术示范区1个。

1.筛选出食用菌新型栽培基质2个，集成示范双孢蘑菇、香菇绿色优质
高效栽培技术各1 套、食用菌菌渣资源化高效循环利用技术2套；获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撰写已投论文2篇；2.继续对引进的灰树花、羊肚

菌进行菌种扩繁工作，筛选出食用菌优良品种4个，完善总结珍稀食用

菌绿色优质高产关键栽培技术，开展菌种保藏效果评价，筛选适宜的
保藏菌种活力指标2个；申请发明专利1项、获批发明专利1项；3.完成

了“宁葡1号”DUS自主测试51相相关性状数据的调查，形成了完整的

自主测试报告，完成了各基因型生长势调查，结果表明：在土壤条件

好的环境条件下宁葡1号生长势与亲本表现一致属于生长势强的类型；
4.筛选出有效缓解低温胁迫的外源调节剂2种，集成创新有效缓解低温

胁迫的技术1项；5.重点开展地下渗灌、绿电防霜冻、蟠枣育种、苹果

防鸟害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总结出了果树高效栽培模式1套；6.开发设

施番茄工厂智慧种植PaaS平台1套，研发A型中心骨架栽培槽，创制设
施番茄多茬口少管理高效栽培技术体系1套；7.筛选得到优质免套袋苹

果、桃品种8个，继续建立苹果、桃轻简栽培与高质量生产技术试验示

范基地3个、面积250亩；8.继续建立苹果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示范

园1个，100亩，开展5项技术集成示范，继续建立基础母牛提质增效技
术示范区1个、示范规模300头；9.提出退砂地土壤改良技术1项，筛选

出土壤调理改良产品 2种；提出轮作倒茬和复合种植技术1项，提出适

合退砂地的西瓜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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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试验示范点 10-12个 10个 1 1 无偏差

食用菌新型栽培基质 2个 2个 1 1 无偏差

双孢蘑菇绿色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
1个 1个 1 1 无偏差

香菇绿色优质高效栽培

技术
1个 1个 1 1 无偏差

食用菌菌渣资源化高效

循环利用技术
2个 2个 1 1 无偏差

撰写发表论文 11-13篇 10篇 4 4 无偏差

申请或获批专利 5-6件 5件 1 1 无偏差

筛选主推品种（个） 5 2 1 1 无偏差

制定技术方案(套) 2 3 1 1 无偏差

技术示范数量（项） 3 5 1 1 无偏差

申请地方标准 1 2 1 1 无偏差

初步优选新品系 1个 1个 1 1 无偏差

筛选出有效缓解低温胁

迫的外源调节剂
1-2种 2种 1 1 无偏差

示范关键技术数量 1项 1项 1 1 无偏差

展示精品西瓜品种 10个 10个 1 1 无偏差

形成日光温室嫁接西瓜
高品质生产技术规程

1个 1个 1 1 无偏差

嫁接西瓜施肥配方 1套 1套 1 1 无偏差

引进新品种（个） 2 2 1 1 无偏差

示范技术个数（项） 4 4 1 1 无偏差

技术咨询与服务 3 3 1 1 无偏差

筛选适宜宁夏栽培的珍

稀食用菌优良品种
2-4个 4个 1 1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

数量指标

筛选适宜的保藏菌种活

力指标
1-2 个 2个 1 1 无偏差

登记软件著作权 1-2项 1-2项 1 1 无偏差

示范品种数量（种） 3 1 1 1 无偏差

筛选新产品（种） 3 8 1 1 无偏差

示范关键技术（项） 3 3 1 1 无偏差

苹果栽培示范技术个数

（项）
3 5 1 1 无偏差

肉牛示范头数（头） 50 300 1 1 无偏差

肉牛养殖技术示范个数

（项）
3 3 1 1 无偏差

颁布地方标准数量
（部）

1 2 1 1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双孢蘑菇绿色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

集成示范技

术1套

集成示范技

术1套
1 1 无偏差

香菇绿色优质高效栽培

技术

集成示范技

术1套

集成示范技

术1套
1 1 无偏差

食用菌菌渣资源化高效

循环利用技术

集成示范技

术2套

集成示范技

术2套
1 1 无偏差

实现以食用菌为核心的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新模
式

1个 1个 1 1 无偏差

产量品质提升 ≧10% ≧10% 1 1 无偏差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能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1 1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技术示范进度（%） 100% 100% 1 1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农菇结合性资源高效循
环综合利用技术研究与

示范

20万元 12万元 1 1 无偏差

苹果、桃轻简栽培与高
质量生产技术研究与示

范

50万元 48.6万元 1 1 无偏差

鲜食葡萄早熟新品种(品
系)选育及基因型与环境

互作影响研究

10万元 8.6万元 1 0 项目延期一年

亚适温对樱桃番茄花序

形成的影响及调控技术
的研究示范

10万元 3.1万元 1 0
本项目最后一年，剩余经费

论文版面和燃料动力费

设施精品西瓜高品质生
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20万元 19.4万元 1 1 无偏差

苹果、梨、枣节水高质
高效及化学调控防霜冻

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45万元 44.88万元 1 1 无偏差

珍稀食用菌优新品种引
选及其菌种保藏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30万元 28.3万元 1 1 无偏差

番茄工厂智慧管控决策
方法研究与综合控制系

统开发

30万元 30万 1 1 无偏差

退砂地土壤质量提与升
示与范复合栽培技术研

究

50万元 50万元 1 1 无偏差

沙坡头区海和村种养新
技术集成示范

50万元 50万元 1 1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经济效益

指标

核心示范区亩综合经济

效益
增产10% 增产10%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5 5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

效转变
逐步引领 逐步引领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培育稳定的科研人才团

队
持续培育 持续培育 5 5 无偏差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

高质量转变
逐步转变 逐步转变 5 5 无偏差

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力 逐步提升、
不断增强

逐步提升、
不断增强

5 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试验示范区群众等满意
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7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特色产业重点研发专项(第二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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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40 40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40 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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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草菇、羊肚菌不同菌种3-5种，筛选1-2个优良草菇品种；构

建2-3种菌（羊肚菌）-菜轮作模式。

分别引进草菇品种2个，羊肚菌菌种2种，从7个草菇菌株中筛选出1个

优良草菇品种；构建3种菌（羊肚菌）-菜轮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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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草菇、羊肚菌不同

菌种
3-5种 4种 8 8 无偏差

筛选优良草菇品种 1-2个 1个 8 8 无偏差

构建菌-菜轮作模式 2-3种 3种 8 8 无偏差

质量指标

筛选出提高产量、品质

的草菇基质配方及种植
技术

1种 1种 9 9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财务支付进度 100% 100% 9 9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宁夏设施菌菜轮作高质

增效生产模式构建与应

用

40万元 40万元 8 8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核心示范区设施和土壤

利用率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8 8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有效提升 有提升 8 7
项目执行第一年，科技支撑

水平有待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农菌循环利用水平 显著提升 有提升 7 6
项目执行第一年，农菌循环

利用水平有待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培育稳定的科研人才团
队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7 7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示范园区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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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特色产业重点研发专项(第三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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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360 360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360 3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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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全面开展并完成“农林加副产物饲料化利用、母牛高效繁育”等6 

个专题技术的本年度试验研究，形成初步的技术规程；指导其他3个课
题在其县区开展肉牛低成本分阶段育肥饲养技术示范。⑵全面开展并

完成“马铃薯新品种品比筛选及配套起垄覆膜、水肥一体化等”4个专

题技术的本年度试验研究，初步提出“马铃薯绿色增产高效综合栽培

轻简化技术、马铃薯高值化加工利用关键技术”各1套；⑶全面开展并
完成“小杂粮优新品种引进品比展示和鉴定等”5个专题技术的本年度

试验研究，初步提出“谷子糜子抗旱节水轻简栽培、荞麦机械化抗旱

丰产栽培集成技”技术规程。⑷全面开展并完成“黄花菜不同熟期优

新品种引进展示和品比筛选等”6个专题技术的本年度试验研究，完成
“红寺堡肉牛低成本分阶段育肥饲养技术”本年度集成示范任务；⑸

完成年度科技报告1份。

1.完成了“农林加副产物饲料化利用、母牛高效繁育”等6个专题

技术的本年度试验研究，形成初步的技术规程；指导其他3个课题
在其县区开展肉牛低成本分阶段育肥饲养技术示范；2.完成了“小

杂粮优新品种引进品比展示和鉴定等”5个专题技术的本年度试验

研究，初步提出了“谷子糜子抗旱节水轻简栽培、荞麦机械化抗旱

丰产栽培集成技”技术规程；3.完成了“黄花菜不同熟期优新品种
引进展示和品比筛选等”6个专题技术的本年度试验研究，完成了

“红寺堡肉牛低成本分阶段育肥饲养技术”本年度集成示范任务；

4.完成了“马铃薯新品种品比筛选及配套起垄覆膜、水肥一体化等

”4个专题技术的本年度试验研究，初步提出了“马铃薯绿色增产
高效综合栽培轻简化技术、马铃薯高值化加工利用关键技术”各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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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科研项目设立课题数 4项 4项 6 6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黄花菜亩产量提高 20%以上 20%以上 4 4 无偏差

小杂粮亩产量提高 8%以上 8%以上 3 3 无偏差

小杂粮水分利用率提高 12%以上 12%以上 4 4 无偏差

马铃薯亩产量提高 10%以上 10%以上 3 3 无偏差

基础母牛繁殖率提高 10%以上 10%以上 3 3 无偏差

育肥饲料转化率提高 5%以上 5%以上 3 3 无偏差

小杂粮肥料利用率提高 10%以上 10%以上 3 3 无偏差

育肥牛平均日增重 1.4kg以上 1.4kg以上 3 3 无偏差

筛选出新品种 11个 11个 4 4 无偏差

时效指标
经费支付率 95%以上 95%以上 4 4 无偏差

按计划完成年度任务 100% 100% 4 4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每个课题经费情况 90万元/项 90万元/项 6 6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肉牛经济效益提高 15%以上 15%以上 5 5 无偏差

黄花菜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20%以上 20%以上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马铃薯、小杂粮、黄花

菜栽培、肉牛生态养殖技术

水平，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5 5 无偏差

技术培训，公众参与度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5 4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转

变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逐步构建“马铃薯、小杂粮

及黄花菜栽培技术模式”和

“肉牛生态养殖技术模式”

技术持续辐

射推广

技术持续辐

射推广
5 4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承担单位满意度 95%以上 95%以上 5 5 无偏差

群众满意度 95%以上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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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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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 14.31 13.81 10 97% 9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4 14 — —

上年结转
资金

0.31 0.31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通过项目实施，构建葡萄高密度遗传图谱1个，发表论文1-

2篇；2.利用个体重测序技术对早熟灵武长枣和普通灵武长枣进

行全基因测序，找出基因差异部位；3.开展果实品质测定与分析

9份，提交研究报告1份；4.项目以枸杞枝条基质化利用为目标，
研究氮肥施入对枸杞枝条基质栽培番茄互作系统中不同生育时期

番茄植株对氮吸收量、损失量及氮在基质中残留量的动态关系，

探明枸杞枝条基质栽培番茄互作系统中氮素去向，投稿论文

1篇，完成项目结题报告；5.开展砧木在赤霞珠果实发育不同阶
段对光合特性、糖酸代谢相关酶活性的影响研究。探索砧木对酿

酒葡萄果实糖酸代谢的调控机理，评价不同砧穗组合果实品质，

筛选适宜的砧木，发表相关论文1篇；6.评价了三种典型土壤类

型赤霞珠葡萄根际土壤理化性质，揭示了三种典型土壤类型葡萄
根际细菌及真菌微生物多样性，明确了土壤和葡萄果实微生物的

相关性，获批专利1项，发表论文1篇；7.开展果实品质测定与分

析20份，开展酚类物质合成相关基因测定与分析20份。

1.利用转录与代谢研究，确定24个显着差异表达的转录因子基因与灵

武长枣果实成熟有关；2.分别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和生化试剂盒对赤
霞珠不同砧穗组合果实发育过程中的6种糖酸组分、8种相关代谢酶的

活性进行了检测，重点分析了不同砧穗组合糖酸组分差异和酶活性的

差异，探索了砧木对果实糖酸代谢的调控作用；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不

同砧穗组合果实品质进行了评价，筛选有利于降糖提酸的砧木1个；3.
测定果实品质、酚类物质合成相关基因测定与分析20份；4.开展9种不

同类型嫁接砧木嫁接后西瓜果实品质测定与分析9份，撰写研究报告1

份；5.通过项目实施，构建葡萄高密度遗传图谱1个，发表论文1-

2篇；6.项目以枸杞枝条基质化利用为目标，研究氮肥施入对枸杞枝条
基质栽培番茄互作系统中不同生育时期番茄植株对氮吸收量、损失量

及氮在基质中残留量的动态关系，探明枸杞枝条基质栽培番茄互作系

统中氮素去向，投稿论文1篇，完成项目结题报告；7.评价了三种典型

土壤类型赤霞珠葡萄根际土壤理化性质，揭示了三种典型土壤类型葡
萄根际细菌及真菌微生物多样性，明确了土壤和葡萄果实微生物的相

关性，获批专利1项，发表论文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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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葡萄遗传图谱 1个 1个 2 2 无偏差

发表论文 5-6篇 5-6篇 2 2 无偏差

开展果实品质测定与分析 9个 9个 2 2 无偏差

提交研究报告 1份 1份 1 1 无偏差

项目年度与结题报告 2份 2份 2 2 无偏差

糖酸代谢酶测定种类 8种 8种 2 2 无偏差

测定果实样品数 35 35 2 2 无偏差

筛选砧木 1个 1个 2 2 无偏差

果实品质测定与分析

（份）
20 20 2 2 无偏差

酚类物质合成相关基因测
定与分析（份）

20 20 2 2 无偏差

专利 1 1 1 1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遗传图谱
含有1500-

2000个bin标

记

含有1500-
2000个bin标

记

2 2 无偏差

西瓜中心糖含量提高 0.2个百分点 0.3个百分点 2 2 无偏差

分析砧木在果实发育不同

阶段对糖酸代谢相关酶的
影响

得出初步结

论

明确了影响

因素
2 2 无偏差

明确了土壤和葡萄果实微

生物的相关性
1项 1项 2 2 无偏差

比较了三种典型土壤类型

赤霞珠葡萄果实品质
1项 1项 2 2 无偏差

揭示了三种典型土壤类型
葡萄根际细菌多样性

1项 1项 2 2 无偏差

试验地生产管理质量 90% 90% 2 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当期任务完成率 100% 100%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成本指标

基于全基因组重测序的
‘Chambourcin’ X ‘赤

霞珠’杂交群体高密度遗

传图谱构建

2万元 2万元 2 2 无偏差

灵武长枣早熟芽变提早成

熟分子机理研究
2万元 2万元 2 2 无偏差

基于转录组学与代谢组学

的嫁接西瓜品质变化特征

研究

2万元 1.5万元 2 1 无偏差

枸杞枝条基质栽培番茄互

作系统中氮素吸收利用及
运移研究

2万元 2万元 2 2 无偏差

不同砧木对酿酒葡萄品质
及糖酸代谢的影响

2万元 2万元 2 2 无偏差

贺兰山东麓三种典型土壤

赤霞珠葡萄根际微环境与
品质相关性研究

2万元 2万元 2 2 无偏差

贺兰山东麓不同小产区小

气候与赤霞珠酚类物质代

谢差异的相关性研究

2万元 2万元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果品价格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4 4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培育稳定科研团队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5 5 无偏差

为嫁接砧木的选择提供理
论支撑

有力 有力 5 5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丰富品种资源 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4 4 无偏差

减少病虫害的发病率，减

少农药使用
有效减少 有效减少 4 4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振优势特色产业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4 4 无偏差

项目研究成果可以提升嫁

接西瓜品质，促进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长期 长期 4 4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试验基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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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二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施农

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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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00% 10

    其
中：当年

财政拨款

10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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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题组多年选育出的辣椒耐低温材料1522、温敏雄性不育
材料1561为试验材料，模拟低温条件，以细胞绒毡层异变关键

期为中心，开展花粉形成过程中不同时期激素水平、核DNA含

量动态消长变化，及其与花粉败育的关系模式；2.探讨枣果皮

黑斑发生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3.2023年，在农科院西甜瓜种
质资源圃的大拱棚内建立试验小区，完成薄皮甜瓜苦味种质材

料的田间表型鉴定和果实苦味的口感鉴定；4.查明伴生联合生

物炭消减拱棚辣椒连作障碍的土壤理化性质，找到差异的理化

结果，为后期解释机理提供数据支持，查明伴生联合生物炭消
减拱棚辣椒连作障碍的土壤微生物层面的原因，找出伴生下的

土壤优势菌群，为解决连作障碍提供理论依据，撰写论文1篇

。

1.完成薄皮甜瓜苦味种质材料的田间表型鉴定和果实苦味的口感鉴

定，对授粉后5-30天果实的不同时期不同部位的苦味进行聚类分析等
评价鉴定；2.开展枣树体不同部位果皮黑斑发生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

系研究；3.完成各个类型西瓜亲本种子大小相关性状鉴定；构建大种

子×番茄型种子、中型种子×番茄型种子和小型种子×番茄型种子F1

、F2、BC1P1和BC1P2世代世代共计12个；完成各个世代西瓜种子大小
相关性状鉴定；利用中型种子×番茄型种子 F2种子大小分离群体，建

立两个F2极端性状混池（显性池和隐性池），基于BSA分析，共得到4

个与性状相关的侯选区域；4.查明伴生联合生物炭消减拱棚辣椒连作

障碍的土壤微生物层面的原因，找出了伴生下的土壤优势菌群。5.以
辣椒耐低温材料1522、温敏雄性不育材料1561为试验材料，模拟低温

条件，以细胞绒毡层异变关键期为中心，开展花粉形成过程中不同时

期激素水平、核DNA含量动态消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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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制杂交和回交群体 6份 12份 4 4 无偏差

种子遗传分离鉴定 3组 3组 4 4 无偏差

投稿论文 2篇 2篇 4 4 无偏差

完成8个薄皮甜瓜苦味种

质材料的田间表型鉴定
8个 8个 4 4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本年度试验安排 100% 100% 5 5 无偏差

解决关键技术能力 95% 95%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2023.12.31 2023.12.31 4 4 无偏差

成本指标

西瓜“番茄型”种子性

状遗传分析与基因定位
2万元 2万元 4 4 无偏差

低温胁迫下辣椒花粉败

育分子响应机制
2万元 2万元 4 4 无偏差

灵武长枣完熟期果皮黑
斑发生机理及色素积累

2万元 2万元 4 4 无偏差

基于转录组与代谢组对

薄皮甜瓜苦味物质代谢
调控的研究

2万元 2万元 4 4 无偏差

伴生联合生物炭消减拱

棚辣椒连作障碍的效果

及机理

2万元 2万元 4 4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节本增效 20% 20%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辣椒雄性不育机理的

深入研究及耐低温育种
奠定重要的基础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5 5 无偏差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5 4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

效转变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项目新技术水平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5 5 无偏差

引领农业生产向生态、

高质量转变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5 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农户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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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第三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宁夏设

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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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3.27 10 77.57% 7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30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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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鉴定、分类和保存草石蚕特色种质资源3-5份；初步研发草石蚕
高品质垄式复合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1套；建立草石蚕垄式复合标准化生

产技术示范基地1个，试验核心区3-5亩，技术辐射示范50亩以上。2.明确

8退砂地方位验基点的土壤基底数据；开展燕麦、箭筈豌豆轮作、大豆、

红葱的种植，明确四类作物对土壤基底性质的影响；明确草田（瓜）轮作
前茬西瓜的品质和基底数据。

1.收集、鉴定、分类和保存草石蚕特色种质资源8份；初步研发草

石蚕高品质垄式复合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1套；初步构建了草石蚕

长周期安全低耗贮藏技术和分级采收标准1套；发表论文1篇，申报
专利3项、投稿1篇；建立草石蚕垄式复合标准化生产技术示范基地

1个，试验核心区5亩，技术辐射示范110亩以上；2.完成四种作物

在西瓜地的轮作种植，明确四类作物对土壤基底性质的影响；明确

草瓜轮作前茬西瓜的品质和土壤理化性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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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鉴定、分类和保存草石

蚕特色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3-5份 种质资源8份 4 4 无偏差

初步研发草石蚕高品质垄式复

合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
技术模式1套 技术模式1套 4 4 无偏差

建立草石蚕垄式复合标准化生
产技术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1个 示范基地1个 4 4 无偏差

明确8个退砂地方位验基点的

土壤基底数据
8个基点 8个 4 4 无偏差

开展4种作物与西瓜的轮作 4种 4种 4 4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有效提高草石蚕绿色高效生产

技术水平
达到提高 达到有效提高 5 5 无偏差

丰富了退砂地的物种多样性 物种增加 物种增加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率 及时 及时 5 5 无偏差

按时完成本年度执行计划 100% 100% 5 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草石蚕种质资源收集创新及绿

色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26万元 21.97万元 5 4

草石蚕种植时间早，预留

少量经费提前开展科研工

作，少量应付未付款。

宁夏退砂地草田（瓜）轮作模
式对西瓜产量品质及土壤微生

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研究

4万元 1.3万元 5 5 4万元为三年的总经费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对地方特色冷凉蔬菜产业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

促进科研研发与
技术成果转化应

用

有效促进科研研
发与技术成果转

化应用

4 4 无偏差

果实品质 有效保障和提高 有效保障和提高 4 4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提供了技术支撑 很好的提供了技
术支撑

4 4 无偏差

持续性的推进宁夏退砂地优质

西瓜产业的发展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4 4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引领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转变 化肥农药双减 化肥农药双减 4 4 无偏差

丰富了退砂地的物种多样性，

土壤质量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4 4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实力 持续增加 持续增加 3 3 无偏差

退砂地西瓜生产可持续 可持续生产 可持续生产 3 3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合作对象满意度 ≥95% ≥98%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6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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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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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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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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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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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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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60275.html?gossl=http%3A%2F%2Fwww.baidu.com%2Fs%3Fwd%3D%25E5%2585%25AC%25E7%2594%25A8%25E7%25BB%258F%25E8%25B4%25B9%26tn%3D44039180_cpr%26fenlei%3D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nhw-ryNBnWPWmycYn1f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fvnjcLPf&_=6720227FA9B1AF75C45A9FEE2C500A78%3AFG%3D1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60275.html?gossl=http%3A%2F%2Fwww.baidu.com%2Fs%3Fwd%3D%25E5%2585%25AC%25E7%2594%25A8%25E7%25BB%258F%25E8%25B4%25B9%26tn%3D44039180_cpr%26fenlei%3D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knhw-ryNBnWPWmycYn1f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fvnjcLPf&_=6720227FA9B1AF75C45A9FEE2C500A78%3AFG%3D1


第五部分 附件

其他有关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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