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科技先导创新项目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 8 8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8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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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提出环境因子对苜蓿晾晒水分散失过程的影响，提出环

境因子在时空尺度上对苜蓿晾晒水分散失影响的主效应；初

步阐明环境因子在时空尺度上对苜蓿晾晒过程中营养物质变
化的影响。

初步提出环境因子对苜蓿晾晒水分散失过程的影响，提出环境因子在

时空尺度上对苜蓿晾晒水分散失影响的主效应；初步阐明环境因子在
时空尺度上对苜蓿晾晒过程中营养物质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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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提出不同生态区各茬
次苜蓿晾晒过程中营养物

质变化过程

1套 1套 10 8.36 部分数据仍需积累验证

初步提出环境因子在时空

尺度上对苜蓿晾晒水分散
失影响的主效应

1套

初步明确雨养

及灌溉苜蓿草

田个茬次影响

干燥速率的主
效环境因子

10 9 结论仍需验证

质量指标 饲草品质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10 9 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时效指标 项目支付进度按时完成率 100% 100% 5 5

成本指标

科研业务费 5.2744万元 3.50984 5 3.5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差距

其他费用 1.2256万元 1.01816 5 4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差距

实验材料费 1.5万元 3.472 5 3.5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差距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饲草田间晾晒损耗 显著减少

显著减少，降
低田间损耗，

提升产量品质

7 6.5 部分参数仍需优化

社会效益

指标
饲草收贮效率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7 6.5 技术仍需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减少饲草资源浪费 效果显著

降低田间损

耗，提升产量
品质

7 6 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助力饲草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
效果显著

技术为饲草生
产企业长期应

用

9 8 加大示范应用力度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合作对象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89.3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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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

化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
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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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460 456.81 10 99.31% 9.93

    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460 460 456.81 — 9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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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组织实施农业高质量和生态保护项目
3个，形成林草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关键技术和模式

3-4个,建立示范区4个，集成研发不同生态区优质

饲草高效生产模式4套，筛选干旱区适宜种植中药

材品种1-3个等。

主要用于组织实施农业高质量和生态保护项目3个，形成林草生

态系统稳定性的关键技术和模式3-4个,建立示范区4个，集成研

发不同生态区优质饲草高效生产模式4套，筛选干旱区适宜种植
中药材品种1-3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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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昆虫标本 1000份 6000 1.4 1.4 无偏差

发表论文 7篇 12 1.35 1.35 无偏差

获取昆虫DNA条形码及宏条形

码
100份 120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草原放牧利用示范区1个 500亩 500亩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草原害虫生态防控试验
区

1个 1个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低效林改造试验示范区 1个 1个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干旱胁迫模拟试验平台 1个 1个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荒漠植物群落构建机制
监测体系

1套 1套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金银花、小茴香中有效
成分的检测方法

2套

完成2套，建立了金银花中12种有
效成分分析的UPLC-MS/MS检测方

法、建立了小茴香中挥发性风味

物质的检测方法 。对红花和艾叶

中有效成分检测方法进行了初步
优化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金银花有机肥、叶面肥

施肥技术体系
2套

完成3套，通过试验研究，提出了
金银花有机肥施用技术、叶面肥

施用技术、氮磷钾肥施用技术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牧草水、肥、病虫害田

间防治管理方案
5套

提出雨养燕麦氮6kg/亩和磷9kg/
亩和苜蓿氮6.89kg/亩磷

11.09kg/亩钾7.03kg/亩施肥方

案；提出灌区苜蓿氮9.42kg/亩

磷20kg/亩钾6.59kg/亩的施肥方
案；建立的苜蓿害虫土壤生物防

治技术，全年对蓟马和斑蚜的防

治效果为63.52%和58.78%； 

1.35 1.35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

数量指

标

建立宁夏人工饲草地遥感识

别技术体系
1套

完成了16县区生育期数据收集、
分析及数据库建立；构建了基于

Sentinel-2A影像的耕地提取神

经网络模型；建立了基于时序

NDVI的作物种植结构提取方法，
完成了玉米种植空间信息提取，

完成16个县（区）各乡镇草畜产

业基础数据收集和整理分析，初

步明确固原市养殖现状下，不同
区域人工饲草供给和消费格局和

承载力。已申请“宁夏人工饲草

地信息采集”软件著作权1项。正

在申请宁夏人工饲草作物种植情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人工林稳定性监测指标
体系

1套 1套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退化草原生态修复示范
区1个

200亩 200亩 1.35 1.35 无偏差

建立中药材种植栽培示范基

地
3000亩

项目建立示范基地3个，示范面积

3000亩，其中，金银花规范化种
植2500亩，小茴香规范化种植

500亩。

1.35 1.35 无偏差

降水及沙化固定样地建设 3个 3个 1.35 1.35 无偏差

开发适宜于3个人工草地类型
的育肥羊放牧+补饲饲料产品

3个 3个 1.35 1.35 无偏差

农民技术培训 1期 2期 1.35 1.35 无偏差

培养研究生 1名 1名 1.35 1.35 无偏差

筛选出苜蓿病虫害生物防治
药剂

2种

筛选出0.3%印楝素乳油、0.5%苦

参碱水剂、绿僵菌及白僵菌等4种

有效防治蚜虫的生物药剂；以上
两项技术被推荐为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作为2023年全区农业特色优

势产业（牧草）主推技术。

1.35 1.35 无偏差

提出关键生态草种子萌发提
升技术

1项 1项 1.35 1.35 无偏差

提出水土流失治理新技术 1项 1项，水土流失治理示范区50亩 1.35 1.35 无偏差

提出滩羊混播草地季节性放

牧利用方案
1套

筛选出无芒雀麦+鸭茅+苜蓿禾草
播量2.898kg/亩+苜蓿102g/亩的

混播草地配置模式，探明放牧+补

饲中能量组合日增重158g的放牧

型人工草捆建植利用方案。

1.35 1.35 无偏差

研发适宜季节性放牧饲料产

品
1个 1个 1.35 1.35 无偏差

引进（筛选）牧草和中药材

品种

24（7）

个

(1)引进中药材品种12个，引进

金银花品种 “密银花1号”1个，
酸枣品种资源“明峰”、“国峰

”、“盐酸1号”等11个，共计

12个85%以上，由课题3负责人王

芳副研究员负责对示范基地的病
虫害防治进行指导，防治效果达

1.35 1.35 无偏差

质量指

标

草原害虫控制

效果
>85% >85% 1.35 1.35 无偏差

关键生态草种

子萌发效果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1.35 1.35 无偏差

灌区青贮玉米

产量

≥4.5吨/

亩
3.5-4.7　 1.35 1.35 无偏差

六盘山区及灌

区复种青贮玉

米产量

≥3.5吨/

亩
4.0-4.5　 1.35 1.35 无偏差

人工林稳定性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1.35 1.35 无偏差

人工林综合生

态功能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1.35 1.35 无偏差

生态修复区优

质牧草比例
提高20% 提高20% 1.35 1.35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

时效指
标

支付进度按时完成率 100% 96.90% 1.35 1

“宁夏饲草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

目课题一“优质饲

草区域供给平衡及
优化布局”，2022

年计划开展全区22

个县（区）人工饲

草种植、作物种
植，以及肉牛、奶

牛和滩羊饲喂等情

成本指

标

对外协作费
186.4万

元
253万元 1.35 1.3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

在差距

科研业务费
163.3万

元
143.24万元 1.35 1.3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

在差距

其他费用 31.8万元 22.06万元 1.35 1.3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
在差距

试验材料费 78.5万元 38.51万元 1.35 1.3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
在差距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经济效
益

指标

病虫害防治示范区挽回经济
损失

7.5元/亩
建立病虫害防治示范区800亩，挽
回经济损失486元/亩。

2 2 无偏差

草原季节性放

牧养殖成本降

低

20% 20% 2 2 无偏差

创新能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2 2 无偏差

中药材年均亩

产值
≥2000元

2850元，示范区金银花亩产值

4200元，小茴香亩产值1500元，
示范区中药材平均亩产值2850元

。　

2 2 无偏差

苜蓿年产量增

加
≥10%

雨养区苜蓿增产11%，灌区苜蓿增

产≥10%
2 2 无偏差

社会效

益

指标

农业科技显示度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2 2 无偏差

水土流失治理

水平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2 2 无偏差

生态效

益

指标

低效林改造成效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2 2 无偏差

林草覆盖度 提升

30%，宁夏南部山区低效林改造，

显著改善土壤质量，提高水土保

持、绿色发展的道路

2 2 无偏差

土壤侵蚀量 下降
下降22%，对宁南山区侵蚀土壤改

造具有重大引领作用
2 2 无偏差

造林成活率 >85% 90.50% 2 2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草原害虫可持续治理 有效提升

草原防治效果达到76.64%，草原

昆虫与植被快速鉴定识别技术成
为支撑自治区草原站和10个市县

（区）草原病虫害生物普查的主

要技术

2 2 无偏差

荒漠植物群落

稳定性监测方

法

有效提升

总结出荒漠草原草地群落稳定性

评价指标，研发的草原补播改良
技术支撑宁夏盐池近2万亩退化草

原生态修复

2 2 无偏差

人工林可持续

性
有效提升

人工林的健康发展对支持自治区

特色产业贡献显著
2 2 无偏差

示范带动效果 明显提升

　通过项目的示范带动，2022年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香山乡
、常乐镇，中宁县喊叫水乡、徐

套乡种植金银花达到2万亩。示范

带动效果明显提升。举办金银花

栽培技术观摩会8次，观摩人数达
300人次，为金银花种植规模的扩

大奠定了基础。

2 2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行业部门满意度 ≥95% ≥95% 5 5 无偏差

职工满意度 ≥95% ≥95% 5 5 无偏差

总 　　　 分 100 99.38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重大科技平台建设提升项目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

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
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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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0 10 10 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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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并规范定位监测点试验分区，形成5个试验分区；规范
荒漠草原生态系统植被、土壤、昆虫、气象等观测要素，

开展定位监测点基础数据调查，建立数据库系统，授权软

件著作权1项。

1.重新规划定位监测点供电线路，改善定位监测点用电情况；

2.改换定位监测点监控系统，改善了原托普云监控系统掉线及
不能实时监控的缺陷；3.补种了3种优质牧草，进一步完善了

定位观测点试验布设，形成规范的试验监测分区5个；4.开展

了定位监测点自然修复及人工干预修复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

人工模拟氮沉降、增减雨试验下植物群落特征监测、及病虫害
与植物互作关系监测，进一步规范了荒漠草原生态系统植被、

土壤、昆虫、气象等观测指标数据体系；5、整理了定位监测

点土壤数据，形成了宁夏荒漠草原长期定位观测土壤数据库，

授权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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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长期定位监测点不同功能

试验分区
5个 5个 15 14.5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授权软件著作权 1项 1项 20 20 无偏差

现有监测站点利用和维护 18个 18个
本指标不是本项目指

标，无法自评

新建野外生态监测站点 2个 2个
本指标不是本项目指

标，无法自评

质量指标

定位监测站运行情况 持续稳定 持续稳定 9 7.3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每个站点安装PM2.5
、PM10等传感器

≥30个 ≥30个
本指标不是本项目指

标，无法自评

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监

测数据合格率
≥98% ≥98% 9 7.2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按时完成率 100% 100% 4 4 无偏差

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 100% 4 4 无偏差

成本指标

科研业务费 5.7万元 5.7万元 3 3 无偏差

其他费用 2.4万元 2.4万元 3 3 无偏差

实验材料费 1.9万元 1.9万元 2 2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农业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监测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3 2.23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为农业产业培育稳定的科研人

才团队提供研发基础平台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3 2.3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合作对象满意度 ≥95% ≥95% 5 4.3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示范区群众满意度 ≥95% ≥95% 5 4.3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行业部门满意度 ≥95% ≥95% 5 4.5 与预算有一定距离

总 　　　 分 100 92.63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自治区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自然科学领域)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

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

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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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5.00 12.36 10 82.40% 8.24

    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15.00 15.00 12.36 — 8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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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相关基础研究与产业化技术示范应用，重点解决相关
产业关键技术，为实现自治区生态建设与林草产业关键技

术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服务。主持项目

3项，出版专著1部，登记成果1项，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1次，培训人员50人次。

1.主持项目6项，补充建立野外定位监测点3个，申请

成果评价 1 项，累计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3 次246人次

。3.发表论文2篇，出版专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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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专著 1个 4部 10 10 无偏差

登记成果 1个 1项 8 8 无偏差

技术培训人次 50次 246人 8 8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合格率 100% 100% 8 8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 8 8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经费 15万元 12.36万元 8 8
项目执行期未结束

（2021-2025年）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人才服务重点项目区
经济效益

显著提高
通过抗旱造林
、乡土植物利

用等显著提高

7 7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人才服务重点项目区
社会效益

显著提高
通过抗旱造林

、降尘监测等
显著提高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人才服务重

点项目区生

态效益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8 8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人才服务重点项目区

可持续影响力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通

过培训、咨询
报告、专著论

文等提供支撑

7 7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科技人员满意度 90% 90%以上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24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生态经济型强旱生乡土植物林草间作效益提升技术示范推广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
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

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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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00 75.11 10 75.11% 7.51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00.00 100.00 75.11 — 7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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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示范林200亩，造林2.67万株，建设沙区林草间作生物多

样性保育综合效益提升技术示范100亩，开展沙区新造林地抚
育与综合功能提升技术示范200亩任务。

1.新建生态经济型旱生乡土植物乔灌混交抗旱造林

技术示范216亩；建设沙区林草间作生物多样性保

育综合效益提升技术示范120亩；建设沙区新造林

地抚育与综合功能提升技术示范200亩。造林成活
率达到87.46%，保存率达到92.5%；2.新建沙区特

色乡土灌草人工驯化扩繁技术基地1个，面积1120

平米，在区内外收集展示超旱生乡土生态经济型植

物20种，生产和收集种质资源860Kg； 3.开展技术
培训210人次，发放培训手册24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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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示范区 500亩 536亩 14 14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林草覆盖率 60%
63.67-
89.33%，平均

75%

12 1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 12 12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经费 100万元 75.11万元 12 12
100万为三年经费，
2022年为项目执行第一

年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黄河流域生态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 集成实用模式3种 10 10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风蚀 减少5% 32.67% 10 10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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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员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7.51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鲁柽1号盐碱地造林技术示范推广项目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

漠化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
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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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7 29.47 29.47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9.47 — —

上年结转资金 29.47 29.47 29.47 — 100%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结合上年造林，补植完成‘鲁柽1号’中国柽柳盐碱地示范林

500亩，造林6.66万株，辐射推广1000亩。2.以‘鲁柽1号’中国

柽柳树种为主，与新疆杨、‘9901’旱柳等进行进行对比，开展
不同林地成活率、生长量、地表植被、土壤水分、盐分及土壤养

分改良效果评价研究。3.发表论文1篇，培训50人次，编印技术手

册200份，制作项目展示牌2个，培训视频1部。

1.结合上年造林，补植完成‘鲁柽1号’中国

柽柳盐碱地示范林526亩，造林6.116万株，辐
射推广1165亩。2.以‘鲁柽1号’中国柽柳树

种为主，与新疆杨、‘9901’旱柳等进行进行

对比，开展不同林地成活率、生长量、地表植

被、土壤水分、盐分及土壤养分改良效果评价
研究。3.发表论文2篇，培训245人次，编印技

术手册500份，制作项目展示牌2个，培训视频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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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农民技术培训活动次数 1次 6 4 4 无偏差

提供技术咨询 70次 70 4 4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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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2% 8 8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能力 95% 95% 6 6 无偏差

质量指标 示范区资源利用率 90% 90%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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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6 6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294679.00元294679.00元 6 6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降低土壤盐分、提高造林成活率 95% 95% 6 6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普及科技应用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8 8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
标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8 8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8 8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技术培训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重大技术推广项目(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

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
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0 110 104.34 10 94.85% 9.49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110 110 104.34 — 9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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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黄花菜无污染制干关键技术推广，建成地下滴灌水
肥协同供给优质苜蓿高效绿色生产示范区1个，开展以生

物制剂施用为主的苜蓿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等。

完成8家企业杀青蒸房技术改造；形成黄花菜从装盘、

杀青、烘干、晾晒到入库等智能化、无污染加工工艺

设备8套。通过项目的实施，建设8个具有自主创新能

力、年加工300吨（鲜）的黄花菜杀青蒸房一栋
(31间)，建立智能化阳光晾晒场100平米。建立黄花菜

规范化无污染制干示范基地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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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黄花菜制干基地 2个 8个 2 2 无偏差

建立黄花菜智能化晾晒场 100平米 100平米 2 2 无偏差

建立黄花菜智能蒸房 2个 8个 2 2 无偏差

建立苜蓿地下滴灌高
效生产示范区

1个 1个224亩 2 2 无偏差

举办现场观摩会 1次 观摩1次、座谈1次 2 2 无偏差

开展技术培训人次 100人次 195人 2 2 无偏差

示范黄花菜制干技术 2项 2项 2 2 无偏差

示范苜蓿害虫防治生
物菌剂

2种
白僵菌、绿僵菌2
种

2 2 无偏差

组装研发黄花菜智能

化、无污染加工工艺

设备
2套 8套 2 2 无偏差

苜蓿草田害虫防效提
升

10%
防效达85%以上，
提升12%

2 2 无偏差

苜蓿草田化学农药减
量

30% 减少32.6% 2 2 无偏差

苜蓿地下滴灌种植节
肥

≥15% ≥15% 2 2 无偏差

苜蓿地下滴灌种植节

水
≥40%

建植苗期节水

43.75% 
2 2 无偏差

质量指标

企业苜蓿种植标准化水平 显著提升
灌水管理、种子繁

育标准化程度提高

。

2 2 无偏差

一级苜蓿干草比例 ≥40% ≥45% 2 2 无偏差

苜蓿干草粗蛋白提高 ≥2% 提高1.6%～5.3% 2 2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

质量指标

苜蓿收获损失率降低 ≤10%
增加产量49～

56kg/t
2 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 100% 2 2 无偏差

支付进度按时完成率 100% 94.85% 4 3.5
财务审计及测试费尚

未支付，应支未支

成本指标

对外协作费 22万 2 2 无偏差

科研业务费 38.5万元 2 2 无偏差

其他费用 14.2万元 2 2 无偏差

实验材料费 20.3万元 2 2 无偏差

仪器设备费 15万 2 2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经济效益

指标

黄花菜制干技术推广为示范

户增加经济效益
户均5000元

每户增收1.97万

元
4 4 无偏差

通过一系列优新技术

的综合应用，企业苜

蓿种植效益
显著增加

节约建植成本44%

元/亩，提升产量

效益123～160元/
亩

4 4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带动灌区苜蓿提质增效，支
撑草畜产业健康发展

显著提升
引领灌区苜蓿节水
高效优质高产发展

。

4 4 无偏差

带动黄花菜种植户 500户 农户644户 3 3 无偏差

农业科技显示度 不断提升

联合7家单位在3个

生态区建立5个示

范基地。联合开展
了2023年牧草主

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研讨会。

3 3 无偏差

培育黄花菜加工企业 10家 8家 3 2.5 与预算存在一定差距

生态效益

指标

绿色高效生产对生态环境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
逐步完善

提升水资源利用效

率，推进苜蓿害虫

生物防控。

3 3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带动牧草企业增效、农民增

收和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效果显著

防霉剂施用增加种

草效益，开展技术

培训。

3 3 无偏差

宁夏黄花菜知名度 逐步提升 提升 3 3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行业部门满意度 ≥95%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49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

化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

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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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00 90.67 10 90.67% 9.07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100.00 100.00 90.67 — 9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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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甘肃、陕西、山西和湖南等地耐寒、耐旱、高产、抗病虫黄

花菜优良品种5-10个，完善种质资源圃、良种选育圃及良种繁
育基地100亩，集成配套智能温室、组培室、储藏室等基础设施

。

1、引进甘肃、陕西、湖南、山西、河南等地
黄花菜优良品种28个；

2、完善种质资源圃、良种选育圃及良种繁育

基地100亩，筛选出表现优异品种2个；

3、配套建成实验室、杀青房、种苗分拣包装
车间等基础设施，完成种苗质量追溯系统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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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配套智能温室、组培室、

储藏室等基础设施
1个 1个 5 5 无偏差

完善种质资源圃和良种选育圃

及良种繁育基地
100亩 100亩 5 5 无偏差

引进耐寒、耐旱、高产、抗病

虫黄花菜优良品种
5-10个 28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进一步完善黄花菜种苗追溯系
统

1套 1 5 5 无偏差

筛选适宜优良品
种

2-3个 2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完善种质资源圃、良种选育圃

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5 5 无偏差

制定实施方案，开展黄花菜相

关试验研究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5 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100万元 100万 10 10

一是由于疫情影响，

劳务费支出滞后；二

是项目还有专利论文
等费用需要支付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提高黄花菜产量 10%以上 10%以上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

农民收入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10 10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推动宁夏黄花菜产业发展，带

动农民增收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10 10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参加合作社评价满意率 90%以上 90%以上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9.07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项目(第三批)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

化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

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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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 31.50 27.23 10 86.44% 8.64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31.50 31.50 27.23 — 86.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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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灌木标准株构建沙化土地生态恢复区灌木生物量碳库

估算模型，初步构建常见固沙灌木斑块土壤有机碳储量的

精细估算模型；选取不同时间的固沙植被区，着重开展固
沙灌木生长过程对土壤有机碳稳定性的调控作用及机制。

开展困难立地因子识别及其对植被生长的影响研究，摸清

研究区域主要林草植被的耗水量及立地因子对耗水的影

响；集成困难立地植被恢复技术2项。

（1）总结了出不同类型荒漠草地生态系统灌木生物量、

草本生物量、土壤有机碳碳密度变化和草地生态系统有机
碳分配特征；提出腾格里沙漠东南缘草地不同植被类型土

壤有机碳含量、垂直分布、影响因素和土壤有机碳密度变

化；（2）分析了困难立地因子对植被生长的影响，摸清

了研究区域主要林草植被的耗水量及立地因子对耗水的影
响；集成困难立地植被恢复技术3项，建立困难立地植被

恢复技术示范区100亩；申报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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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困难立地改良技术 2项 3项 10 10 无偏差

宁夏中部干旱带固沙植被

区植被群落-土壤碳汇估算
关键技术体系

1套 1套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筛选有机碳稳定性强的灌木群2个

选择了10种主要荒漠草

地群落，盐爪爪群落和
红砂-珍珠猪毛菜-盐爪

爪群落最大。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 30% 30%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费用 控制在预算控制在预算内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造林成本 下降

下降30%，以灌木和草
本为主的困难立地植被

恢复模式比以大苗造林

为主的模式成本大幅下

降。

5 5 无偏差

固沙植被区的固碳潜固沙植被提升 提升 5 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修复研究水平 提升

提升，通过研究摸清困

难立地的关键影响因
子，并进行针对性改

造，提升生态综合治理

水平。

5 5 无偏差

农牧业发展水平 提升 提升 5 5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

标 生态系统稳定性
提高

提高，以林草为主的植

被稳定性明显提升。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可持续性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以耐灌草为

主的植被稳定性、可持

续性增强。

5 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合作对象满意度 90%以上 10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64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2年科技项目资金/农业园区项目(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

化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

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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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 170.00 150.21 10 88.36% 8.84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170.00 170.00 150.21 — 8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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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开展小流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技术示范，形成农户

+合作社+企业+互联网产业模式，初步创建生态系统管
理与高质量发展模式。申报专利2-3项，发表论文3篇以

上，技术培训50人次。完成项目现场验收及课题结题。

在项目区示范了水土保持功能提升、植被群落结构调

整与功能提升技术，形成了分散式养殖技术优化提升

方案与草畜平衡喂养模式；全面开展了小流域特色农

业提质增效技术示范，形成了农户+合作社+企业+互
联网产业模式，初步创建生态系统管理与高质量发展

模式。申报专利2项，发表论文11篇，技术培训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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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育种苗 10万株
12.4万株 2 2 无偏差

栽培示范点鲜果产量 500kg/亩
552-802kg/亩 2 2 无偏差

加工产品开展中试生产 2个
4个 2 2 无偏差

制定技术规程 1项
2项 2 2 无偏差

开展技术培训 100人次
172人次 2 2 无偏差

农牧高效生产及废弃物

循环利用技术 2项
2项 2 2 无偏差

技术培训 50人次
177人次 2 2 无偏差

饲草种植示范 100亩
100亩 2 2 无偏差

筛选优良品种资源 2个
4个单株 2 2 无偏差

种子植物生长调节剂试验2亩
2亩 2 2 无偏差

人工繁殖切叶蜂 30万头
30万头 2 2 无偏差

发表论文 3篇
11篇 2 2 无偏差

申报专利 2项
2项 2 2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加工产品品质提升 10% 15% 1.5 1.5 无偏差

造林成活率 85% 85% 1.5 1.5 无偏差

育苗成活率不低于 70% 嫩枝扦插73%、嫁 1.5 1.5 无偏差

水肥利用率提高 20% 提高22% 1.5 1.5 无偏差

苜蓿切叶蜂繁殖能力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1.5 1.5 无偏差

苜蓿种子收获损失率 降低 降低 1.5 1.5 无偏差

苜蓿种子质量提高 10% 10% 1.5 1.5 无偏差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50分）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 60% 60% 1.5 1.5 无偏差

项目实施、支付完成进度12月31日前12月31日前，控 1.5 1.5 无偏差

现场验收 9月30日前 8月28日已完成 1.5 1.5 无偏差

项目实施、支付完成进度 95% 95%以上 1.5 1.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费用 控制在预算范控制在预算范围 1.5 1.5 无偏差

经济效益

指标

饲草干物质产量 3000斤/亩 5800斤/亩 1.5 1.5 无偏差

通过开展欧李优新品种引提高 提高 1.5 1.5 无偏差

实施切叶蜂授粉技术，苜提高

在20m有效授粉

范围内，种子
产量提高50%以

上。

1.5 1.5 无偏差

生产成本 降低 降低 1.5 1.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推动生态经济植物多元化提升

目前已培育欧

李产品加工企

业3家，产品8

个，对产业发
展具有重大带

动作用

3.75 3.75 无偏差

提供就业、帮助农民技能提升 提升 3.75 3.75 无偏差

农牧业发展水平 提升 提升 3.75 3.75 无偏差

支撑专业化苜蓿种子产业提升

提升在平罗、

盐池、固原建

立苜蓿种子繁
育示范区3个，

示范面积2300

亩，有效支撑

苜蓿种子产业
的健康发展

3.75 3.75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生态系统稳定性 提高 提高

3.75 3.7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促进困难立地地区生态
型植物引种推广，实现

标准化、规模化种苗繁 提高 提高

3.75 3.75 无偏差

可持续性 提高 提高 3.75 3.75 无偏差

通过示范引领， 带动了显著

研究成果推动
了显著苜蓿种

子产业的健康

发展，对支持

苜蓿产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3.75 3.7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培训人员参加评价率 90%
100% 4 4 无偏差

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能力提80% 100% 4 4 无偏差

参加培训人员满意度 90% 95%以上 2 2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84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2年科技项目资金/宁夏黄土丘陵区困难立地植被恢复技术研究与示范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

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
持重点实验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50 18.50 4.13 10 22.32% 2.23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18.50 18.50 4.13 — 2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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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植被蒸散和土壤水分定位观测，初步摸清不同植被耗水
特征及耗水量；初步摸清黄土丘陵区主要困难立地的类型，

申报专利1项。

开展植被蒸散和土壤水分定位观测，初步摸清不同植
被耗水特征及耗水量；初步摸清黄土丘陵区主要困难

立地的类型，申报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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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专利 2项 3项 6.25 6.25 无偏差

发表论文 2篇 1篇 6.25 6.25 无偏差

农牧高效生产及废弃物

循环利用技术
2项 2项 6.25 6.25 无偏差

技术培训 50人次 50人次 6.25 6.25 无偏差

造林成活率（示范区建设100亩 100亩 6.25 6.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造林成活率 >85% 85%以上 6.25 6.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 60% 60% 6.25 6.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费用

控制在预算内控制在预算内 6.25 6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

差距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
标

饲草干物质产量 3000斤/亩 5800斤/亩 7.5 7.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农牧业发展水平 提升 提升 7.5 7.5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

标
生态系统稳定性 提高 提高 7.5 7.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可持续性 提高 提高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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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1.98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对外合作项目)中部干旱带光伏产业战略研究项目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

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

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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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 65.00 0 10 0.00% 0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65.00 65.00 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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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宁夏中部千旱区光伏电站为研究对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15

家光伏电站，在资料收集、文献分析、走访调研和试验观测的

基础上工作研讨，布置报告编写分工及资料收集，分析宁夏中

部干早区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和前景；开展野外考察和调研3次，
召集15次研讨与咨询会议，评估光伏电站建设对局地生态环境

及植被生产力的影响及草地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构建宁夏干旱

带光牧互补产业发展模式，提出高效、可持续的荒漠草地“光

伏+草牧业”发展对策，初步完成咨询建议报告《宁夏光伏草牧
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和研究报告《宁夏中部干旱带光

伏电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调查了宁夏光伏发展现状和分布情况，在宁夏中部

干旱带选取典型光伏电站17家，系统调查了光伏电
站建设对区域小气候、土壤机械组成、土壤养分及

微生物性状，光伏电站板下、板间和电站外植被结

构特征、数量特征、生产力以及利用潜力，开展野

外调研5次，召集项目推进会17次，征询专家意见3
次，“宁夏中部干旱带光伏＋生态＋畜牧综合发展

研究”调研报告得到自治区主要领导批示，初步完

成完成咨询建议报告《宁夏光伏草牧业可持续发展

战略研究报告》和研究报告《宁夏中部干旱带光伏
电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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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的项目院士建议
1份 1份

5 5 无偏差

形成的项目咨询建议报告
1份 1份

5 5 无偏差

形成的项目研究报告
1份 1份

5 5 无偏差

向有关部门、单位报送的研究
1份 1份

5 5 无偏差

通过项目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
1份 1份

5 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宁夏干旱带光牧互补产业发展完善 完善 5 3
得出初步

结论

进一步提

炼结论

时效指标 项目执行时间2022.9-2023.4 按期完成按期完成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到位经费 65万元 66万元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高效、可持续的荒漠草地“光完善 完善 10 1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
标

光伏+草牧业综合发展 提升 提升 10 10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为宁夏光伏产业发展、草原管提升 提升 10 10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相关部门对项目执行情况满95%
10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88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对外科技合作项目(第四批)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
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

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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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80.00 65.87 10 82.34% 8.23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80.00 80.00 65.87 — 8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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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研究宁夏荒漠草原功能格局及变化趋势，摸清生态

修复措施对荒漠草原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的影响，提出
基于生态-经济耦合的荒漠草原适度利用可行性对策及

措施。

完成宁夏各市县草原站草地资源保护与利用调研，收集宁

夏草原基础资料，通过文献梳理研究干扰程度对草原植被
的影响及生态恢复措施的适用性。梳理了宁夏草原现状及

35年来的变化趋势及草原适度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

于生态-经济耦合的宁夏草原利用可行性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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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的项目院士建议 1份 项目执行结题时报送 5 3.71
项目2023年结题时完

成

形成的项目综合工作报告 1份 项目执行结题时报送 5 3.71
项目2023年结题时完

成

形成的项目综合技术报告 1份 项目执行结题时报送 5 3.71
项目2023年结题时完

成

向有关部门、单位报送的

研究报告或建议
1份

向院里报送《宁夏
草原适度利用可行

性研究调研报告》1

份

5 5 无偏差

项目形成重大技术攻关方向1个

提出宁夏草原保护

利用与精准管理关
键技术研究方向

5 5 无偏差

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书1个 项目执行结题完成 5 5 无偏差

项目研究过程吸纳、培养宁3人
项目实施过程中培
养本土骨干人才

2人，硕士生1人。

5 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宁夏荒漠草原生态系统健康完善

提出包括气候、植

被、土壤、昆虫、
草原生态服务功能

在内的宁夏草原健

5 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项目结题时间2023年 5 3
项目2023年结题时完

成

成本指标 项目到位经费 80万元 80万元 5 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对相关研究领域形成重大技显著

对宁夏草原保护利
用研究领域和方向

产生显著推动作用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对宁夏荒漠草原生态系统功提升

研究成果对宁夏草

原保护和适度利用

方式和程度提供了
对策支撑

15 1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相关部门对项目执行情况满 9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2.3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项目(第二批)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

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

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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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70.00 66.8 10 95.43% 9.54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70.00 70.00 66.8 — 9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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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野外调查的相关研究，进行自然荒漠草原植被调查以及

土壤调查，明确未压砂荒漠草原植被种类及生境现状；开展
退砂地草原生态修复适生植被引进，建立引种试验小区 20 

个；开展适宜不同区域压砂草原植被恢复的植物配置、种植

密度、种植时间等造林种草技术，构建压砂草原植被修复技

术体系与模式研究；以压砂草原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为对
象，重点开展压砂荒漠草原植被、土壤、植物稳定性、水资

源状况的动态监测。

1、初步摸清影响压砂草原植被恢复的主要环境因子和

植物迁居过程，
2、引种压砂草地适宜树种15种，造林成活率85%模式试

验区90%；

3、布设不同种植密度、植物搭配模式的压砂草原生态

恢复技术2种；
4、建立自然恢复示范区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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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区域压砂草原植被恢复

的植物配置模式
1份 2种 20 20 无偏差

示范区1个 1份 1个 6 6 无偏差

建立引种小区 1份 1个 6 6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引种试验小区植物成活率 完善
品种引选试验地
85%，模式试验区

90%

6 6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进度 2022年12月2022年12月31日 6 6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费用 70万元 66.8万元 6 5
由于疫情影响，劳务

费支出滞后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林木覆盖度 30%以上

品种引选试验地＞
40%，模式试验地

＞30%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林木覆盖度 提升 提升 10 10 无偏差

生态效益

指标 生态系统稳定性 提高 提高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可持续性 提高

相比自然恢复样

地，压砂草原种植

模式显著提高植被
覆盖度，改善小气

候，压砂草原的健

康发展对支持自治

区特色产业贡献显
著。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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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以上 10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54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

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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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 17.80 17.8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17.80 17.80 17.8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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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宁南黄土区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林种配置单一、

林分结构不尽合理等瓶颈问题，通过开展不同结构人工林深

层土壤水分变化研究，阐明宁南黄土区不同结构人工林深层

土壤水分分布特征及稳定性，定量评估不同结构人工林深层
土壤水分亏缺现象和干燥化程度，明确影响宁南黄土区人工

林土壤干燥化强度的主要因素。项目针对宁南山区红梅杏园

管理粗放，土壤板结、肥力逐年下降、蓄水保墒能力差，致

使红梅杏生产力下降，品质变差等问题，以彭阳县旱作梯田
红梅杏园为研究对象，开展不同材料覆盖对土壤理化因子，

水分、温度、以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研究，探索不同材料覆

盖红梅杏园土壤水分、温度、土壤酶活性的时空变化，查清

不同材料覆盖对土壤养分、容重以及孔隙度、持水量的影
响，揭示不同材料覆盖对土壤微环境影响机制，明确不同材

料覆盖对红梅杏产量及品质的影响效果，筛选出适宜宁南山

区红梅杏园最佳覆盖材料。取圆果甘草和乌拉尔甘草组织样

品，比较其光合特性和形态特性的差异、比较不同样本的黄
酮类成分种类和含量差异。对圆果甘草根茎叶组织样品进行

Solexa测序和表达谱分析，进行基因注释及差异表达基因的

比较，筛选圆果甘草发育过程中的hub基因。按照项目整体

实施进度，选取不同季节、不同立地类型及不同林龄典型柠
条林样地，采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开展不同立地类型人工柠

条林水分来源及利用研究，探明干旱风沙区不同立地类型柠

条水分利用特征。按照项目整体实施进度，基于不同立地类

型柠条林土壤、微生物、叶片C、N、P元素及其生态化学计
量，分析不同土壤微生物、叶片C、N、P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及其动态变化。探究柠条林植被恢复过程的土壤酶及其计量

的演变特征。项目本年度对研究区2-3种草本（百里香、长

芒草、白莲蒿） 0-20cm 土层的根土复合体微观结构、抗侵

（1）摸清了不同结构人工林深层土壤水分的季节变

化和剖面垂直变化特征。基于构建的人工林地土壤剖

面水分相对亏缺评价模型，定量评估了不同结构人工

林深层土壤水分亏缺程度。（2）完成不同材料覆盖
试验布设，完成了试验地长期定位的水分温度监测仪

器的安装并调试到最佳，完成红梅杏生长监测的生长

尺安装，并读取初始值，完成样地土壤养分样品的采

集，土壤理化因布设时间较短，变化较小，因此来年
进行监测，授权专利申请1项，申报专利2项，申报软

件著作1项。（3）建立2个圆果甘草种质资源活体保

存区；撰写论文1篇、年度总结报告1份。（4）本研

究采用同位素技术，通过测定柠条可利用的各种水源
（土壤水、地下水、雨水）和柠条木质部水分的氢氧

同位素组成，同时测定柠条生长季林下（0-200cm）

土层土壤水分，对比研究不同立地类型柠条水分利用

特征，初步探明了干旱风沙区不同立地类型柠条水分
利用特征，申报专利1项。（5）

（6）对研究区典型草本（百里香、长芒草）根土复

合体的微观形态结构、抗侵蚀性能进行了测定分析，

初步探究了两种草本根土复合体的抗侵蚀影响因素，
提交专利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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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论文

1篇 3篇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探明干旱风沙区不同立地类>85%

分析数

据，初步

掌握3种

立地类型
的水分利

用特征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完成项目资金支付进度 9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实验材料费 5.45万 3.85万 5 4.8 实际与预算存在偏差

其他费用 0.8万 3.56万 5 4.8 实际与预算存在偏差

科研业务费 11.55万 10.39万 2.5 2.3 实际与预算存在偏差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

标 饲草干物质产量
提高 提高 7.5 7.5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农牧业发展水平 提升 提升 7.5 7.5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

标 生态系统稳定性 提高 有效提升 7.5 7.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可持续性 提高 提高 7.5 7.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参加培训人员满意度
90%以上 95%以上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9.4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科学技术奖励项目资金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

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
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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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40.00 0 10 0.00% 0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40.00 40.00 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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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奖励100%支付到位。 资金2022年12月中旬到位，于2023年发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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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项目数量

3项 3项 12 12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率 100% 100% 12 12 无偏差

时效指标 资金按时拨付率 100% 100% 12 11
资金2022年12月中旬

到位，于2023年拨付

成本指标 奖励金额 40万元 40万元 14 14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科研人员激励作用 有效增强 有效增强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科研人员激励作用 有效增强 有效增强 15 1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团队成员满意度 95% 95%以上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89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2年科技惠民项目资金(第二批)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

化治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
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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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27.00 0 10 0.00% 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27.00 27.00 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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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林业废弃物循坏利用示范区1处，进行混合堆肥安全处理和生

物基质或有机肥料的示范应用，设立食用菌栽培生产示范大棚
4栋；

1、建立林业废弃物循坏利用示范区1处，进行

混合堆肥安全处理和生物基质或有机肥料的示

范应用；
2、建立食用菌栽培生产示范大棚4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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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食用菌栽培生产示范大棚 4栋 4栋 10 10 无偏差

建立林业废弃物循坏利用示范
区

1处 1处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按照项目任务书考核指标 优良 优良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按照项目任务书项目执行期完

成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经费 27万元 27万元 10 10 无偏差

经济效益指

标

通过对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提高其附加值，降低生产

成本，改良土壤，提高品质和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开展技术推广，助力科技兴农

与科技惠民。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10 1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

标

通过对林业废弃物和畜禽粪便

等进行资源化开发应用，实现

堆置农林废弃物的高效合理处
置，改善资源浪费问题。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5 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项目的实施，既可解决当地林
业废弃物和畜禽粪便等的资源

堆置浪费、污染环境与利用效

益低等问题，又能带动农民致

富增收，实现生态与经济建设
双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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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人员满意度 85%以上 90%以上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28 20.28 18.17 10 89.60% 8.96

    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20.3 20.28 18.17 — 89.60% —

         其他资

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针对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先进仪器设

备缺乏、实验室支撑能力弱的现状，购置稳定同位素
比质谱仪和间断化学分析仪各一台，以进一步提升重

点实验室的支撑能力，增强实验室在生态修复领域的

创新能力。 预期目标：1.购置同位素比质谱仪和间

断化学分析仪各1台；2.完成实验室的适应性改造和
设备安装调试；3.测试样品1000个以上；4.开展仪器

操作方面的技术培训2次，10人次以上。

针对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缺乏
、实验室支撑能力弱的现状，购置稳定同位素比质谱仪和间

断化学分析仪各一台，以进一步提升重点实验室的支撑能

力，增强实验室在生态修复领域的创新能力。 预期目标：1.

购置同位素比质谱仪和间断化学分析仪各1台；2.完成实验室
的适应性改造和设备安装调试；3.测试样品1000个以上；4.

开展仪器操作方面的技术培训2次，1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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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咨询 1次 1 10 10 无偏差

专利授权数 1件 5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202787.82元181748.8 10 9.8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差距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创新能力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带动重点实验室发展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15 1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科技人员满意度 9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8.7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实用技术推广项目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
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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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1.68 1.68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1.68 1.68 1.68 — 100% —

         其他
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建立黄花菜从装盘、杀青、烘干、晾晒到入库等智能化、无

污染加工工艺设备一套，开展黄花菜无污染制干关键技术推
广，建设1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年加工500吨（鲜）的黄花

菜杀青蒸房一栋(5间)，建立智能化阳光晾晒场200平米。

1、完成2家企业杀青蒸房技术改造；形成黄花菜从

装盘、杀青、烘干、晾晒到入库等智能化、无污染

加工工艺设备2套。

2、通过项目的实施，建设1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年加工500吨（鲜）的黄花菜杀青蒸房一栋(5间)，

建立智能化阳光晾晒场200平米。

3、建立黄花菜规范化无污染制干示范基地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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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黄花菜智能化、无污染
加工工艺设备

1套 1套 10 10 无偏差

年加工500吨（鲜）的黄花

菜智能蒸房
1栋 1栋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提高黄花菜年加工能力 20% 20%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16830.8元16830.8元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培育黄花菜企业 3家 8家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宁夏黄花菜知名度 提高 提高 10 10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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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合作社评价满意率 90% 90%以上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黄花菜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

理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
持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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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 21.17 21.17 10 100.00% 10

    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21.17 21.17 21.17 — 100% —

         其他

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引进甘肃、陕西、山西和湖南等地耐寒、耐旱、高产、抗病
虫黄花菜优良品种15-20个，建立种质资源圃20亩，建设良

种选育圃20亩，筛选出适宜优良品种2-3个，建立良种繁育

基地60亩，集成配套智能温室、组培室、储藏室等基础设施

。

1、引进甘肃、陕西、湖南、山西、河南等地黄花菜优

良品种28个；
2、完善种质资源圃、良种选育圃及良种繁育基地100

亩，筛选出表现优异品种2个；

3、配套建成实验室、杀青房、种苗分拣包装车间等基

础设施，完成种苗质量追溯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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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种质资源圃和良种选

育圃及良种繁育基地
100亩 100亩 10 10 无偏差

引进耐寒、耐旱、高产、

抗病虫黄花菜优良品种
15-20个 28个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211741.00元211741.00元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提高产量 10% 10%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农民收入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10 10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推动黄花菜产业发展 发展明显 发展明显 10 10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参加合作社评价满意率 90% 9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自治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项目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

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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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1 38.71 38.71 10 100.00% 10

    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38.71 38.71 38.71 — 100.00% —

         其他
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集成长柄扁桃高效栽培技术体系1套，构建特色农
业提质增效技术体系1套，引种饲草新品种4种，推广种

植饲草100亩；开展欧李育苗技术研发，嫩枝扦插和嫁

接育苗成活率达到70%，高标准栽培生产栽培示范

400亩，实现水肥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亩产鲜果达
500kg，引进欧李资源5个以上，筛选出优良品种资源1-

2个，建立欧李果实精深加工工艺流程，生产产品2-

3个；建立苜蓿种子生产试验区10亩，示范面积1000亩

等。总结弃耕压砂地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利用技术体系，
提出“压砂瓜种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建议

报告1份；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期，培训技术人员100人

次，发表论文5篇，申报专利5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建议报告1份；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期，培训
技术人员100人次，发表论文5篇，申报专利5项。

(1)在项目区示范了水土保持功能提升、植被群落结构调
整与功能提升技术，形成了分散式养殖技术优化提升方案

与草畜平衡喂养模式；全面开展了小流域特色农业提质增

效技术示范，形成了农户+合作社+企业+互联网产业模

式，初步创建生态系统管理与高质量发展模式。申报专利
2项，发表论文11篇，技术培训177人次。(2)提出苜蓿种

子田精细化灌水管理技术和初步明确了苜蓿切叶蜂的适宜

区域，苜蓿切叶蜂田间繁育技术研究与示范1500亩，发表

论文2篇、授权专利3项、培养研究生1名。（3）筛选出欧
李优良品种资源4个；嫩枝扦插成活率达到73%、嫁接育苗

成活率达到80%，繁育种苗12.4万株；欧李栽培水肥利用

效率提高22%，进入结果期亩产鲜果552-802kg；制定技术

规程2项（其中获批地方标准1项、制定操作技术规程
1项）；开展欧李果实精深加工产品4个的中试；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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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数 2个 2篇 9 9 无偏差

研究报告数量 2个 2 9 9 无偏差

专利授权数 1个 5 9 9 无偏差

质量指标 示范区资源利用率 提高 提高 9 9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9 9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387137.22元387137.22元 5 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育苗和栽培效果，

产品加工水平显著提
升，产业效益有所提升

提升 提升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高育苗和栽培效果，
产品加工水平显著提

升，产业效益有所提升

提升

逐步改善向好发

展，玉泉营苗木

繁育中心、宁夏
林业所育苗技术

提升30%，农垦集

团实现100%标准

化、集约化栽培

15 1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企业满意度 9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项目资金(第二批))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

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
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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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 21.47 13.6 10 63.34% 6.33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21.47 21.47 13.6 — 63.34% —

         其他资

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开展植被蒸散和土壤水分定位观测，初步摸清不同植被耗

水特征及耗水量；初步摸清黄土丘陵区主要困难立地的类

型，申报专利1项。

开展植被蒸散和土壤水分定位观测，初步摸清不同植

被耗水特征及耗水量；初步摸清黄土丘陵区主要困难

立地的类型，申报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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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申请数 1个 1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解决关键技术能力 提高 提高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214741.77元135950.2 12.5 12 实际支出与预算存在差距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恢复理论水平 提升 提升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人工林可持续性 提升 提升 15 1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科技人员满意度 90% 10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5.83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宁夏优质牧草品种与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示范推广项目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

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

验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50 3.50 3.5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3.5 3.5 3.5 — 100.00% —

         其他资

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引进展示牧草新品种20-25个，建立优质苜蓿高效生产技
术示范基地3个、小黑麦示范区1个、苜蓿种子示范基地2

个、苜蓿裹包青贮示范基地2个、人工混播草地高效生产

示范基地1个。

引进展示牧草新品种20-25个，建立优质苜蓿高效生产
技术示范基地3个、小黑麦示范区1个、苜蓿种子示范基

地2个、苜蓿裹包青贮示范基地2个、人工混播草地高效

生产示范基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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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咨询次数 2次 2 10 10 无偏差

专利申请数 2个 2 10 10 无偏差

专利授权数 1个 1 10 10 无偏差

质量指标 示范区资源利用率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10 1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10 1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3.5万元 3.5万元 10 10 无偏差

社会效益

指标
牧草产业、草畜产业 提质增效 提质增效 10 10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农民收入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10 10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参加培训学员满意率 9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自治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项目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

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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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 5.93 5.93 10 100.00% 10

    其中：当

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5.93 5.93 5.93 — 100.00% —

         其
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围绕中部干旱带春旱严重、药材播种出苗困难，幼苗越
冬困难，春季出苗差，死苗多等；小杂粮（谷子）耕作粗放

、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难度大，种植效益低等问题，结合同

心县实际及种植业产业发展规划，引进集成“科技支宁”中

药材和小杂粮项目技术成果—中药材。小杂粮抗旱避灾栽培
技术，构建中部干旱区抗旱避灾技术体系，引领支撑干旱区

中药材、小杂粮产业健康发展，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

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助力中部干旱区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

用。针对我区压砂瓜种植中土壤理化性质恶化地力下降、病
虫害严、连作障碍突出等问题，压砂种植对土壤生态环境，

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病虫害发生的彭响，分析压砂瓜

产业发展中连作障碍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和土壤退化与荒

漠化草原生态安全的关系，提出玉砂地可持续利用对策建
议，促进我区压砂土地合理利用和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

针对我区压砂瓜种植中土壤理化性质恶化地力下降、病虫

害严、连作障碍突出等问题，压砂种植对土壤生态环境，
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病虫害发生的彭响，分析压砂

瓜产业发展中连作障碍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和土壤退化

与荒漠化草原生态安全的关系，提出玉砂地可持续利用对

策建议，促进我区压砂土地合理利用和生态系统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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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报告 3份 4份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59300元 59300元 12.5 12.5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产业健康发展 提升 提升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土地可持续利用 提升 提升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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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5%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100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项目资金结转(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研究
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重点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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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9.01 8.69 10 96.45% 9.65

    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9.01 9.01 8.69 — 96.45% —

         其他资

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初步总结出香椿种植适宜密度和底肥施入量，初步筛选
出适宜的香椿品种，建立试验示范基地2处，撰写论文1

篇，申报专利1项。

（1）完成了6个香椿品系的适宜性评价，筛选出陕西安康
红香椿、陕西渭南红香椿等优良品系2个；（2）完成了香

椿密度、有机肥等试验，总结集成香椿设施栽培绿色生产

技术规范1项；（3）完成了生物反应堆研究，集成基于提

温增碳目标的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体系1项；（4）基于风
光资源及已有条件分析，集成了风光互补资源高效利用温

室。（5）录用论文1篇，审稿论文2篇，获批实用新型专

利4项，论文阐明了风光互补温室能量转化效率，专利解

决了香椿栽培耗费人力的问题和为温室保温构建了相关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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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数 1 3（2篇接收） 7 7 无偏差

形成技术标准、工艺规范数量2 2 7 7 无偏差

专利授权数 1 4 7 7 无偏差

质量指
标

试验示范显示度 明显 明显 7 7 无偏差

时效指

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2022年12月 7 7 无偏差

资金拨付率 100% 100% 7 7 无偏差

成本指

标
项目投入资金 90148.5 86854.3 8 1.36

未完成成本指标为论文版面费

和未支付打印费

效

益
指

标

（30分

）

社会效

益

指标
务工收入 提升 提升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环境调控 显著 显著提升 15 1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企业满意度 90% 100%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3.01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第四批人才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204-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204014-宁夏农林科学院荒漠化治理

研究所（宁夏防沙治沙与水土保持

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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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36.00 0 0 0.00% 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36.00 36.00 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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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奖励100%支付到位。 资金2022年12月中旬到位，于2023年发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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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保障年限

1年 3项 15 1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资金保障率 100% 100% 15 1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资金到付率 100% 100% 10 10
资金2022年12月中旬

到位，于2023年拨付

成本指标 保障人才建设 足额保障 40万元 10 10 无偏差

效
益

指

标

（3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培养高层次人才 持续提升 有效增强 15 15 无偏差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培养高层次人才 持续提升 有效增强 15 15 无偏差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人才满意程度 95% 95%以上
10 10 无偏差

总 　　　 分 10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