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 2022 年度整体支出评价

评价金额
（万元） 3175.75

主管部门 黔江区金溪镇人民政府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一）社会管理工作。常态化开展疫情防控。认真
开展社区排查和有关人员的落地核查，累计滚动核查
1.886 万人次，0.78 万户次。全年入户帮教邪教转化人
员 12 次，启动邪教转化人员一人一档建档工作。全年
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53 件，全年化解历史积案 4 件，
无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民转刑”案件发生，积极预防化
解社会矛盾。开展道路安全检查 100 余次排查发现道路
隐患 15 处，整改 15 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 140 余人次，
办理信访案件 7 件，环保信访投诉案件 0 起，宅基地复
垦案件 2 起，接访处置率达 100%，满意度达 96%以上。
开展两违巡查 2590 余人次，集中规范整治集镇“私拉、
乱搭、乱建”行为，整治集镇 8 处私拉、乱搭秩序问题。

（二）服务民生工作。扎实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工作。按照“应纳尽纳”的原则，开展筛查识别，
对于符合条件的人员通过“五步流程”纳入监测，通过
动态监测，新识别监测户 3 户 10 人。推荐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 423 人，补助交通补贴 8.73 万元。积极推动
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小额信贷新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7笔 35万元，全镇累计放贷 339户次金额 1521.5万元，
兑现 2021 年帮扶小额信贷贴息 190 笔 24.95 万元。帮
助贫困户销售农副产品 1537 余万元。积极推进爱心超
市持续运行，为 8 个村居积分超市配备价值 16000元的
物资。实现全镇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1233 人合作医疗补
助全覆盖，其中事后资助 68人 13908元。硬化村道 4.7
里，养护村道 204 公里。落实应急保障供水经费 22 万
元，其中新实施人畜饮水工程 1 处 50 立方建设，安装
管道 4.4公里，农网升级、5G网络信号推广等项目持续
加压发力。实施帮扶资金项目 5 个 796.54 万元。紧盯
“服务企业先锋榜”竞榜目标，为 10 个创业先锋争取
补助资金 200 余万元，完成消费帮扶 1537 余万元。

（三）农业农村发展工作。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建



成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100 亩；培育 50 亩以上种粮
大户 1 户；稳定粮油作物播种面积 17700亩、产量 6120
吨，比去年同面积产量增长 2.03%。优势产业蒸蒸日上。
“一村一品”多点开花实现增收。产茧 2673 担，居全
区第三；全年肉牛存栏 3025头，出栏 2584头，从区外
引进肉牛 520 头；发展无抗生猪，年出栏 2.52 万头；
发展特色水果 5407亩；家禽出栏 10余万羽；建成年销
售 30万只芦丁鸡孵化育雏基地。深入推进农村“三变”
改革，加快推进平溪村、望岭村试点示范，8 个村（社
区）全年实现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 304.57万元。2022
年金溪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567元，同比
增长 9.5%。

主要问题

（一）财政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预算编制、审
批、执行、决算与评价等预算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
预算执行不规范，预算绩效评价理念尚不成熟，绩效目
标编制不准确。

（二）资产管理有待加强。单位资产采购、管理、处
置、核销等环节均需加强，重采购，轻管理，对资产报
废与处置重视程度不够。

（三）村级资金监管不到位。村级资金监管主体不够
明确，存在多头参与，多头管理，且各部门管理要求缺
乏统一性。村级财务能力较差，村级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地票资金管理有待加强。

改进建议

（一）细化预算编制，强化预算约束。建立健全预算
内部管理制度，确保制度实用性、可行性。充分整合乡
镇街道内所有财力性资金，科学预测全年财力，做好预
算编制，并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预算安
排顺序安排支出，严格预算执行，杜绝无预算、超预算
支出。

（二）加强项目监管。根据乡镇项目的特点，区级项
目监管单位应加强乡镇业务人员培训，有序推动项目实
施，按时办理项目结算。

（三）加强资产管理，做到账实相符。是建立健全资
产采购、管理、转移、淘汰、核销等方面资产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资产台账。严格依法进行政府采购，完善采购
流程，建立健全物资采购、服务采购、项目建设招投标、
扶贫产品采购等内部控制制度。全面清理摸底单位资产
现状，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在清理的基础上对单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62300&ss_c=ssc.citiao.link


位固定资产进行编码登记，落实责任科室和责任人员。
（四）加大财务培训，提高村级财务管理水平。修订

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提高制度的可靠性、可行性、
操作性。每年组织不少于一次的村级财务培训，提高村
干部财务管理水平。同时，探索在农业服务中心落实 1
人专门进行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地票资金管理。

评价机构 重庆市黔江区财政局



项目名称 黔江区水市镇人民政府 2022 年度整体支出评价

评价金额
（万元）

3160.76

主管部门 黔江区水市镇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一）聚力乡村振兴，镇村面貌不断改善。扎实开
展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新识别监测户 5 户 15 人。开
展脱贫人口就业培训 22 人次，利用公益性岗位解决脱
贫人口就业 59 人，实现脱贫户和监测户稳定就业 495
人，兑现脱贫人口跨区域交通补贴 278 人 4.77 万元；落
实一次性创业补贴 8 人 4000 元。累计发放小额信贷 144
户 572.5 万元，无逾期行为。完成扶贫产品重庆馆线上
消费 3.69 万元；申报雨露计划资助学生 10 人。争取“三
社”融合发展资金 35 万元，建成高山蔬菜保供基地。
全力抓好水车坪长征文化公园和麒麟风电两个区级重
点项目用地保障。向上争取涉农资金 615 万元，实施项
目 5 个，硬化产业路 12 公里、人行便道 2.5 公里。严守
粮食安全底线，全年种植粮食 2.85 万亩，产粮 6886.4
吨，建成 400 亩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开展玉豆带状复合
示范种植 260 亩，培育种粮大户 3 户，完成种植业投保
1104 户 2.12 万亩，理赔 62 万余元，兑现各类农业生产
补助资金 268.225 万元。全域核查耕地潜力图斑 884个，
恢复补充耕地 246.59 亩。开展撂荒耕地整治，完成 5
亩以上撂荒耕地复耕复种 542.76亩，动员群众自行复耕
5 亩以下撂荒耕地 53.8 亩。实施宜机化土地整治 1552
亩，进一步提升了耕地质量。

（二）聚力产业发展，镇域经济不断壮大。建立“烤
烟、肉牛、文旅”三个产业工作专班，对标对表“改革
先锋榜”“招商英雄榜”“金链条”实施细则，主动申
报“改革先锋榜”项目 1 个、“金链条”2个。坚定烤
烟主导产业不动摇，种植烤烟 7990 亩，收购烟叶 1.56
万担，实现产值 2841 万元。围绕建设肉牛产业强镇目
标，招商引进重庆主城企业到新安村投资 1000 万元建
设 500头规模养殖场 1个，完成一期建设并关牛 201头。
建成 3000 头生猪养殖场 1 个。发展桑园 930 亩，产茧
429担，实现产值 97万元。发展“烟菜”“桑菜”轮作



1000 亩、“青蒿+”400 亩，提高了亩产效益。安心红
茶叶加工厂生产红（绿）茶 1.9万斤，“渝黔牌红茶”
被评为 2022 年度重庆最佳绿色食品。培育家庭农场 3
个。新增“渝鳅米”“渝丘米”2 个绿色优质农产品品
牌。深度挖掘水车坪红色资源，主动对接峡谷城文旅集
团，全力支持水车坪长征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引导红军
树乡村旅游合作社规范服务，组织 34 家民宿客栈提档
升级、抱团发展，带动群众就地就业 120余人，全年接
待游客 16.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 1100万元。

（三）聚力民生实事，群众幸福指数不断增强。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开展“五沿带动、
全域整治”行动 20余次，清理沟渠 26公里、存量垃圾
168吨、回收农膜 82吨；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开展
两轮户厕摸排 2864 户并通过三方公司复核，完成青龙、
关里、茶园三个村户厕改造 54户，整改问题厕所 8 户。
严格落实镇、村两级河长定期巡河机制，全年巡河 372
次，解决问题 12个。全面落实 18名镇、村两级林长和
59名村级护林员管护责任，组织巡林 5000 余次，处理
火情 70 余起，加强公益林管理，兑现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 95.86万元。实施低保扩面，城乡居民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 219 户 400 人，覆盖面达 6.9%，实施各类救助 54
人次 27.7 万元，农村合作医疗参保 9066人、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6355人、小额保险参保 978人。

（四）聚力风险防控，安全稳定基础不断夯实。纵
深推进全民反诈和防范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专班管控各
类重点人员 53人，化解矛盾纠纷 98件，处理信访案件
5件，围绕道路交通、建设施工、非煤矿山、危化烟花、
食品药品、消防和自然灾害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
安全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开展执法检查 191次，整治
安全隐患 12处，58家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现场检查全覆
盖，48户经营性用房和 158 户自建房安全隐患完成排查
整治，未发生亡人安全责任事故。

（五）聚力自身建设，行政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持
续深化“枫桥经验”黔江实践活动，有序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依托镇综治中心和网格化管理体
系，深入实施“八五”普法，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平安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示范工作走在全区前列。水
市、新安、关里、杨柳 4 个村（社区）乡村治理积分制



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持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简化办事程序，公开政务信息 258条、政务服务实施清
单 193条、网上办理事项 242 件次。

主要问题

（一）财政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预算内
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决
算与评价等预算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预算执行
不规范。预算绩效评理念尚不成熟，自评不全面，
绩效目标编制不准确。

（二）收支管理还有差距。非税收入管理结构
单一，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支出控制力度特别在
严控支出上还需加强。

（三）村级资金监管不到位。村级资金监管制
度不完善，村级财务能力较差，村级办公经费和服
务群众专项经费管理有待加强。

改进建议

（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执行，确
保收支平衡。严格贯彻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
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
基本民生、促发展的顺序安排支出，强化预算执行，
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积极推
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改革，实现财政资金高效配
置，确保全年实现收支平衡。

（二）加强财政业务培训，提高村级财务管理
水平。进一步修订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提高制
度的可靠性、可行性、操作性。每年组织不少于一
次的村级财务业务培训，提高村级财务管理水平。

评价机构 重庆市黔江区财政局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62300&ss_c=ssc.citiao.link




项目名称 黔江区太极镇人民政府 2022 年度整体支出评价

评价金额
（万元）

4137.57

主管部门 黔江区太极镇人民政府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一是重点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全年栽种蚕桑7000亩，
交售蚕茧 5026 担，种植特色水果 2000 余亩，总产值 474
吨，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年出栏生猪 1.4 万头、家禽 4.18
万羽、草食牲畜 2850 头。二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在太河村试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民”三变改革，实施“公司+村支两委+专业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鼓励贫困户、村民以土地、林
地、房屋、资金等入股，实行定额分红。2022 年太极镇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428 元，同比增长 8.1%。

主要问题

（一）财政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预算内部管
理制度有待完善，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决算与评价
等预算内部管理制度尚不健全。预算执行不规范，绩效
目标编制不准确。

（二）收支管理还有差距。非税收入管理结构单一，
主要来源于城市配套设施费和罚没收入。全镇环境卫生
维护支出和生态保护支出大，有功能定位而无政策配套，
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在严控支出上还需加强。

（三）项目管理不规范，严重影响财政支出评价考
核指标。由于缺乏项目管理专业知识人才，造成项目履
行相对迟缓，影响项目推进进度，资金支出难以达到预
期时间。

（四）资产管理有待加强。单位资产采购、管理、
处置、核销等环节均需加强，重采购，轻管理，对资产
报废与处置重视程度不够。

（五）村级资金监管不到位。村级资金监管主体不
够明确，存在多头参与，多头管理，且各部门管理要求
缺乏统一性。村级财务能力较差，村级服务群众专项经
费、地票资金管理有待加强。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62300&ss_c=ssc.citiao.link


改进建议

（一）细化预算编制，强化预算约束。健全预算内
部管理制度，科学预测全年财力，做好预算编制。科学
合理地细化到每项内容，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
生”的预算安排顺序安排支出。要有“预算一经审批，
就是法定”的基本原则，杜绝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

（二）加强收支管理，注重资金绩效。收入方面：
将非税收入任务细划到项目，落实到各分管领导及相关
科室，严格考核，确保收入预算。加强协税护税工作，
认真研究转移支付政策，确保辖区内收入应收尽收。支
出方面：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支出管控，优
化支出结构，重点做好人员支出、运转支出和基本民生
支出“三保”工作。项目支出量力而行、注重绩效。严
控非基本、非民生方面的支出，做到非必须不安排支出。

（三）加强资产管理，做到账实相符。建立健全资
产采购、管理、转移、淘汰、核销等方面资产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资产台账。严格依法进行政府采购，完善采购
流程，严格采购管控。建立健全物资采购、服务采购、
项目建设招投标、扶贫产品采购等内部控制制度。全面
清理摸底单位资产现状，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在
清理的基础上对单位固定资产进行编码登记，落实责任
科室和责任人。

（四）加大项目监管与培训，提升乡镇项目管理能
力水平。根据乡镇项目的特点，区级项目监管单位应组
织乡镇业务人员的培训，有序推动项目实施，按时办理
项目结算。

（五）加大财务培训，提高村级财务管理水平。修
订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提高制度的可靠性、可行性、
操作性。每年组织不少于一次的村级财务培训，提高村
干部财务管理水平。

评价机构 重庆市黔江区财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