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黔江区白土乡人民政府2023年度整体支出评价

评价金额
（万元）

2046.82万元

主管部门 黔江区白土乡人民政府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一）聚焦5项重点任务，提质增效促发展
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衔接成效显

著。加强动态管理，扎实开展三大行动及九大提升行动，
全覆盖走访脱贫户、监测户和其他重点新识别监测对象4
户22人，并落实精准帮扶措施。抓好政策落实，解决临时
性公益性岗位8个，兑现就业补助7户1.9万元，产业补助
152户11.564万元，贫困人口稳岗就业452人，同比增加44
人。雨露计划资助9人1.35万元。重点人群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应保尽保，资助775名防返贫人口参加渝快保。
兑现小额信贷贴息50户9.6万余元，今年获贷130笔576.3万
元，获贷率57.27%。各类反馈问题均按时销号，未出现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突出问题，继去年迎接市上成
效考核后，今年再次迎接检查，效果良好。

二是扎实推进全域产业发展，产业兴农迸发新活力。
争取资金112.48万元新建、维修烤房83座、炉体33座，种
植烤烟3572亩，收购烤烟69.6万斤、产值1400万元。改良
桑园土壤581.3亩，养蚕1569张，产茧1363.6担，较去年增
产267.5担，产值345万元，获全区“蚕茧产量增产奖”。畜
牧产业发展全面超额完成下达任务。巩固提升水产养殖
450亩，种植蔬菜6900亩。安堡村红薯粉加工厂和凉洞村
腊肉加工厂建成投用，预计年产值达200余万元，服装加
工厂已经建成，可常年解决30个贫困人口就业。5个村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10万元，3个村达20万元以上。

三是强化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底
座。强化法治引领，严格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强化依法行政。开展校园及校
园周边环境治理、法治、扫黑除恶、全民反诈、道路交通
安全等各类宣传活动100余次，调处化解矛盾纠纷49件，
成功化解10年信访积案1件，有效化解沙塘路100余名民工



工资、165户脱贫户产业扶持资金入股兰河优鱻养殖公司
遗留问题。织密安全“责任网”，强化路检路查和驻站执法
交通劝导工作。开展烟花爆竹、燃气安全等各类隐患排查
130余次，消除安全隐患70余起，购买农房保险933户。投
入21万余元清除危险路段、滑坡路障60余起，安装生命护
栏10.2公里。

四是强力推进环境保护与修复，筑牢生态发展屏
障。做实“河长制”，乡村两级河长巡河 654余次，上报
并解决问题 34个，全区排名第 4。抓好“林长制”，各级
林长巡林 1000余次，护林员巡林 3500余次。科学推进国
土绿化，建立义务植树基地 1个，义务植树 2万株。强化
综合治理和问题整治，完成渝东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综合
治理项目及抚育等 4300亩。做实森林防火“十户联防”工
作，入户宣传 1200余人次，排查整改隐患 12处，筑牢森
林防火屏障。服务好金山盖红豆杉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建
设，已流转林地 2万亩打造红豆杉产业示范基地，助力金
山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项目建设。

（二）聚焦四项民生工程，提交幸福答卷暖民心
一是突出集镇建设，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做好垃圾分

类，设立垃圾分类亭、橱窗 42个，安装垃圾分类桶 126
个，配备垃圾清运车 2辆，推进 661平方米的垃圾中转站
建设。强化“两违”整治，联合开展马路办公 80余次，发
现问题 163个，整改率 100%。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鉴定 CD级危房并挂牌 56栋，申报解决困难群众 D
级危房补助 7户。严格执行建房审批，受理个人建房申请
35户。投资 500余万元，硬化农村公路 4公里，实施拓宽
整治 19公里。积极推进“四改三”公路实施。太极河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白土片区）全面完工，太极水库三期帷幕
灌浆工程持续推进中。

二是突出食品安全，让群众吃得放心。全面完成市场
主体培育任务，落实班子成员包保责任，主体督导完成率
及食品安全员配备率均达 100%。开展商户食药品安全工
作宣传培训、专项检查等 18次，对辖区经营销售主体开
展 6轮全项检查和常规检查。加强质量和品牌建设，开展

农业投入品专项检查 12次，农残检测 127份，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排查 12次，成功申报绿色食品证书 4个，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 1个。

三是突出社会保障，持续发力保民生。落实公共卫生
健康服务，开展“乙类乙管”防控培训 3次、健康教育讲座
12期、发放健康包 1047个，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达 100%。落实社会保障服务，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 95.76%，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 937人，申
领养老待遇 93人，落实城乡低保 125户 251人，动态调
整 32户 79 人。落实稳岗就业服务，新增就业 399人，零
工市场解决就业 145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41人，兑现脱
贫人口跨区域交通补贴 4.68万元。

四是突出扶贫济弱，服务落实暖民心。加强重精患者
管理，召开重精联席会 4次，风险清查 22人，签定重精
有奖监护协议 5份，兑现有奖监护资金 1.25万元。强化特
困人员救助救济，分散供养 53人、集中供养 8人，发放
救助金 15人 5.22万元，发放困难和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护理补贴 171人，发放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 16户 4.8
万元，2023年度冬春生活救助 11户 51人。关爱特殊群
体，申报高龄失能老人补贴 31人 1.24万元，开展“中心带
站”养老服务等活动 15次，服务老年群体 300人次。兑现
计生奖扶特扶 90人 13.5万元。

（三）聚焦耕地保护专项工作，挂图作战强力推进
一是清单化盘活耕地资源。全面完成疑似撂荒地图

斑现场核查108块582.16亩及160亩复耕复种任务。合力攻
坚推进“非粮化”整治，整改完成国家监测耕地流出图斑29
个121.62亩、市区级“非粮化”图斑41个99.97亩。二是守牢
耕地保有量。完成非农化违法图斑和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设
施用地整改，复耕复种101.48亩。完成耕地恢复补足任务
273.46亩，完成目标任务的114.42%。整改国家监测耕地
流入图斑39个，增加耕地138.05亩，全年净增耕地130.68
亩。三是紧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开展非耕地全面摸排，
调出基本农田70.7亩，划入基本农田147.19亩。原址整改
国家下发永久基本农田中非耕地图斑44.72亩。



主要问题

（一）财政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是预算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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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预算执行不规范，存
在超预算、无预算安排资金挤占公用经费和激励性转移支
付的现象。三是预算绩效评价理念尚不成熟，监控流于形
式，绩效目标编制不准确。

（二）收支管理还有差距。一是非税收入管理结构单
一，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二是支出控制力度还需加强。
仍存在上级安排工作但不解决资金的情况，在严控支出上
还需加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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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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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绩效管理培训，健全绩效管理机制。不断
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合理编制预算，设置科学合
理的绩效指标是做好预算管理的首要工作。

（二）科学编制预算，降低预算调整率。提高资金预
算编制的准确性是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根本保
证。应进一步强化预算概念，明确其预算职责，科学合理
测算项目支出及政府采购计划，提升预算资金安排的精准
性、科学性，以降低预算调整率。

（三）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切实履行
好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建立健全资产管理的各项制度，强
化职责分工，定期清查盘点单位资产，对状态发生变动的
资产，及时在资产系统中调整，确保账账、账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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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江区金洞乡人民政府2023年度整体支出评价

评价金额
（万元）

3278.98万元

主管部门 黔江区金洞乡人民政府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坚持抓产业、增动能，经济社会发展稳健上行
（1）传统产业稳中有进。全年存栏生猪 12905 头，

出栏生猪 19900 头，千头以上养殖场 4 个，5000 头以上养
殖场 1 个；建成投用规范化烤烟房 8 个，种植烤烟 1095
亩，烟叶产量 26.28 万斤，同比增长 25.86%；稳步提升蚕
桑产业效益，全年产茧 276 担，同比增长 32.7%，春季单
产 94.5 斤/张，创历史新高。

（2）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养殖牛蛙 7.5 亩，产量 10
万斤，产值 160 余万元；积极推动牛产业发展，现有 5-
20 头规模牛场 58 家，20-100 头 6 家，100-200 头 2 家，
全年肉牛出栏量 2385 头。鲟鱼基地建设土地流转基本完
成。50 亩黄精长势良好。

（3）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
革，因地制宜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大垭村、金洞村屋顶光
伏项目建成投用，凤台村清水鱼养殖水池建成并成功出
租，金洞村承接宜机化改造项目实现集体经济收入逆转，
全乡村集体经济收入 447 万余元、收益 127 万元，其中杨
家社区等 4 个村收益突破 10 万元。

（4）一二三产业融合态势起步良好。“全产业链”
项目构建稳步推行，大垭村腊肉加工厂主体结构完工，
“武陵丹恬”甜茶品牌逐渐走向市场。新培育市场主体
69 家，新增率 27.71%，位列全区第 4 位。积极推动电商
直播小镇建设，培训学员 40 余名，建设电商直播站 2
个，建成 6 个农村电商服务点，建立助农电商服务微信群
1 个，农村电商服务体系渐趋完善。



2.坚持守底线、夯基础，乡村振兴成效硕果累累
（1）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管控耕地用途，24 个

卫片执法图斑基本整改销号；完成“非粮化”图斑整治
513.17 亩、耕地恢复补足 460 亩、撂荒地整治 233.86 亩。

（2）严守粮食安全底线。投资 800 余万元推进千亩
级高标准示范农田改造提升工程，完成土地整治 3800
亩，新建生产道路 22 公里，新建水池 1 个。完成宜机化
建设 1750 亩。完成 7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
油料作物种植面积突破 7000 亩，全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突破 28000 亩，种植鲜食玉米和青贮玉米 1100 亩。打造
鱼泉村 100 亩优质水稻示范基地。

（3）严守规模性返贫底线。扎实开展三轮“三大行
动”排查，新识别监测户 10 户 33 人，雨露计划资助 60
人 9 万元、小额信贷贴息资金 18.66 万元、务工交通补贴
23.95 万元、到户产业和就业补助 7.98 万元、兑现危房改
造资金 7.7 万元，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 10 个，零工市场
提供就业岗位 2075 人次。

3.坚持办实事、惠民生，和美乡村示范塑形铸魂
（1）道路建设“提档升级”。马喇—金洞“四改

三”改造工程金洞段顺利进场施工，罗家堡水库（金洞干
管）工程河道管网开挖 7.6 公里，钢管安装 6.6 公里，整
体工程形象进度达 85%。投入资金 75 万余元，新建鱼泉
村产业路 1 公里、大垭村产业路 9.3 公里。投入资金 40 余
万元启动建设大垭口至瓦房盖 1.98 公里道路拓宽工程。投
入资金 70 余万元完成早化村 2 组烤房至野人千道 1.4 公里
路硬化工程。投入资金 30 余万元整治鱼泉村 2 组升旗岭
至苏家坪道路安全隐患 5 公里、拓宽凤台村公鸡岩至刘凤
部分公路 6 公里、维修金洞村产业路 3 公里。新建杨家四
组钟家河沟、生基坪便民桥 3 座，安装早化集镇至峡脚路
灯 33 盏，群众出行更加便利。

（2）群众饮水更加安全。累计投入资金 111.49 万
元，建成投用杨家社区山背后水质提升工程、早化集镇饮
水提水工程、杨家社区 5 组牛困塘饮水维修整治工程等，
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3）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投资 860 万元，完成叶家



大院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为全区传统村落保护树立了典
范。峡口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成投用，垃圾中转站
升级改造建设基本完工，新配置压缩式垃圾清运车 1 辆，
更换垃圾箱体 143 个。完成 70 户户厕改造。

（4）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杨家社区赶集老年食堂投
入运行，60 岁以上老人低价就餐 2000 余人次。敬老院功
能改造提升，“为老”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早化小学学生
集中到中心校上学，控缀保学效果良好。杨家社区成立慈
善基金会，开辟全乡慈善事业新路。全乡居民医保参保缴
费完成 9039 人，困难群体实现全面参保。卫生院就诊
11585 人次，医疗收入 158.26 万元，同比增长 100%，在
早化村设立分院，群众就医更加便利，医疗服务能力不断
增强。

（5）惠民资金全面到位。兑现计生补助资金 23.18 万
元，兑现生态效益林补偿 103 万元，兑现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补贴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18 万元，落实低保、救助等
327 余万元，落实地灾搬迁资金 200 余万元。

4.坚持强治理、化风险，平安金洞建设稳步向好
（1）逐步完善“141”基层治理体系。建成基层治理

指挥中心，制定“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实施方案，充分
发挥村（社区）基层党组织桥头堡作用，配齐配强
“1+3+N”网格力量,构建“属地成网、网中有格、格中有
责、责任到人”的立体管理网络，实现 31 个网格党组织
全覆盖。统筹推进数字重庆公共数据编目、归集、治理工
作，完成核心业务梳理和“一件事场景”设计，全年“一
体化治理智治平台”上报、下派任务 2541 件次，关注重
点人群 592 人次。

（2）持续塑造乡村文明新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
传教育活动。成功举办中国传统村落重庆历史文化名
村·黔江区金洞乡叶家大院首届“念乡愁·品棕香·话振
兴”民俗文化节活动。开展“送戏下乡”2 次，评选最美
家庭 2 户，评选平安家庭示范户 3 户。6 个村社全面推广
积分制清单制。修订村规民约，加强家教家风建设，常态
化开展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问题专项整治。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积极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月”、《重庆市文明行为条例》等宣传活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云平台群众点单数 277 条，同比增长 98.56%。

（3）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全年召开班子专题学
习会议 4 次，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
想，切实提升了领导干部法治理论水平。深入开展“八
五”普法，全年开展宣传活动 2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4000 余份，宣传人数 5000 余人次。持续推进权责清单标
准化建设，严格按要求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年无行政执
法投诉。

（4）深化“枫桥经验”黔江实践行动。党员干部接
访走访群众 7500 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7000 余份，
全年及时稳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40 件次、网上信访代理
事项 65 件次，本级信访 5 件次，疑难信访问题存量清
零；依托“雪亮工程”、“综治中心”系统，整合政法、
公安、应急管理等 80 余个监控设备，治安防控体系进一
步织牢织密。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2 次，消防安全培训 4
次。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防邪、反恐防暴、
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等各项工作，全乡 51 名重点人员全部
在管在控。大力推进“莎姐守未”专项行动，全面完成全
乡 111 名重点关注儿童建档在册任务。全年全乡无进京上
市到区集访群访案事件，无有影响的刑、治案件发生，继
续保持了安全生产零死亡目标，政治安定、社会稳定。

主要问题

（一）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不够重视。一是绩效目标未
严格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出发，指标设置不规范，无法全面
反应项目实施过程及完成后所要达到的效果。二是承办科
室对项目绩效指标数据设定不够准确，存在需要调剂绩效
指标信息的情况。三是项目下达未同步编制绩效目标，存
在项目实施中或实施完成后才设置绩效目标的问题。

（二）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项目建设进展缓慢，进
度达不到资金支付进度要求。

（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单位资产采购、管理、处
置、核销等流程环节不严谨，重采购，轻管理，对资产报
废与处置重视程度不够。

（四）收支管理还有差距。一是非税收入管理结构单



一，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二是支出控制力度还需加强。
仍存在上级安排工作但不解决资金的情况，在严控支出上
还需加强。

（五）村级资金监管不到位。村级资金监管制度不完
善，各级重视程度不够，村级财务能力较差。村级办公经
费、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和村集体资金管理有待加强。

改进建议

（一）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理念。一是严格执行预
算绩效管理制度，使“花钱必问效，无效必追责”的理念
贯穿到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二是绩效目标设置规范严谨，
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到绩效目标前期设置全面、科
学，后期绩效评价准确、不偏离。

（二）加强项目监管。根据项目自身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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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资产管理，做到账实相符。一是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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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严格依法进行政府采购，完
善采购流程，严格采购管控。三是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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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以党政办为主，财政办
配合，全面清理摸底单位资产现状，做到账实相符、账账
相符。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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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有效杜绝单位重采购、
轻管理的现状。

（四）加强收支管理。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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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辖区内税源应收尽收。二
是认真研究转移支付政策，对转移支付方面的考核目标明
细到分管领导和科室中心并纳入年度考核，确保转移支付
收入完成年度预算目标。三是乡镇街道统一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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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非
基本、非民生方面的支出，严禁超范围、超标准支出人员
经费、“三公”经费。做到非必须不安排支出。四是严格
执行财务管理内控制度，规范财政资金支出审批程序，实



行分级审核控制，确保支出事件真实、审批程序合规、支
出要件齐全。

（五）加大村级财务培训。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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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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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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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2023年度整体支出评价

评价金额
（万元）

2578.82万元

主管部门 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社会管理
（1）坚持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一是安全生产取得新成效。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狠抓安全源头治理，强化风险防
控，细化安全监管，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常态化开展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50 余次，道路交通联合执法 66
次，道路隐患巡查 200 余次，路巡路检 400 余次，检查车
辆 3500 余台，纠违 660 余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
查、市场监督管理等工作。完成地灾信息上报 786 次，开
展自建房隐患排查整治 4849 栋。全年未发生安全稳定事
件。二是治理效能取得新提升。健全社会矛盾综合治理体
系，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96 起，领导干部接访下访 314
件，全年未发生一起民事纠纷转刑事案件。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扎实开展“莎姐守未”专项行动，深化“枫
桥经验”黔江实践行动。坚持以“141”为载体，健全
“统”的机制，打通“治”的末梢，升级“智”的手段。
通过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下派任务 469 件，上报并整改网
格事件 2800 余条。平安稳定清单上报镇级问题共 94 条，
整改销号完成率 100%。深化边区联防联控，凝聚强边固
防合力，筑牢边界安全线。持续推进“积分制”治理模
式，将农村环境整治、村规民约、乡风文明等纳入积分管
理，让群众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

（2）坚持强筋壮骨、争先创优，乡村振兴更加充
沛。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有效推



进。按照“五步流程”持续开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工
作，新识别监测户 7 户 29 人，消除风险监测 3 户 11 人。
围绕“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成果巩固”，统
筹推进“六个聚焦”，扎实开展三轮“大走访、大排查、
大整改”“九大专项提升”行动和 2023 年度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信息采集工作，累计走访脱贫户和监测对象 430 户
1739 人，一般重点户 670 余户。针对国家考核评估反馈的
全国面上 6 个共性问题、重庆市 4 个方面 14 个具体问题
及市级考核评估反馈的 4 个方面 24 个具体问题，举一反
三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 116 条，全力确保问题发
现“零疏漏”、问题整改“零差距”。2023 年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 20224.7 元，同比增长 15.4%，生产经营性净收
入增长 23%。二是基础设施加快改善。加大道路交通改造
提升，积极配合完成麻沙公路“四改三”用地协调和建
设。新硬化四好农村路 2 条 1.487 公里，新建并硬化村道
路 2 公里，拓宽村道 3 公里。改造电网建设，架设 50 处
杆塔和 50 公里供电线路，增设 8 台配电变压器。全面完
成深溪河三级提灌补水工程项目建设，维修水池
11000m3、维修山坪塘 20000m3、铺设水管 10 公里，彻底
解决邻鄂镇饮水难题。全面启动垃圾中转站改造提升项
目，即将投用；全面完成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维修整治廉
租房 66 套 3300m2；新开挖天然气管道 25 公里，安装管
道 40 公里，入户安装 200 余户。三是美丽邻鄂不断扩
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筑牢邻鄂生
态屏障，实施森林抚育 3000 亩，深入落实河长制、林长
制，义务植树 2 万株。污染治理切实有效，累计巡河 542
次 328 公里，河流清漂 50 余次，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开展排查 100 余次；进一步优化“户集、村收、镇转运、
区处理”垃圾清运模式，实现垃圾清运全覆盖，共转运垃
圾 650 吨。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推广使用农家肥还土
还田 1000 余吨，施用配方肥同比下降 0.12%。人居环境
整治走深走实。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活
动 48 余次，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25 户。扎实开展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和生活污水治理，新增垃圾分类亭 27 座，集中
处理集镇生活污水 2 万吨，助推乡村增“颜”提“质”。



四是农业效益稳步提高。以“非农化”“非粮化”整治为
抓手，筑牢粮食安全生命线。积极谋划耕地流出监测，落
实耕地“进出平衡”，完成耕地恢复补足目标任务图斑
21 个 79.26 亩，国土整治项目内的非耕地图斑 41 个 108
亩，国家监测疑似流入耕地图斑 16 个 45.62 亩。全面推进
撂荒地复耕复种 89 亩。完成非粮化国家下发图斑 73 个
289.63 亩的复耕任务。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高质量完成 4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3000 亩万
亩优质粮油示范基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成优质粮油
智慧化示范基地，推行“技术指导+科技支撑+惠农政策”
套餐服务，打好粮食安全组合拳，提升粮食产能。大力发
展畜牧养殖业，存栏生猪 2 万头、羊 583 只、禽 27980
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3）坚持抓牢法治，提升效能，政府建设长足进
步。一是法治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
入推进“八五”普法。严格行政许可审批。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证 21 户（其中，食品经营单位 12 户、餐饮服务 5
户、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4 户）。依法规范建房秩序。严
格落实“四到场”要求，审批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 34
户，开展日常巡查 68 次，送达责令停止违法建筑通知书
3 例，通过完善建房手续整改 2 例，完成设施农用地备案
12 宗。依法主动推进政务公开，公开政府信息 292 条。二
是行政效能持续提高。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 7 条，妥善解决民生实事 6 项。统计、审计、档案、
民宗、侨台、气象、工会、妇联、共青团、红十字、人民
武装、退役军人、老干部服务、关心下一代等工作取得新
成效。

2.服务民生
（1）民生保障持续提升。提升就业创业服务能力，

组织脱贫人口培训 72 人，发放交通食宿补助 9.78 万元；
安置公益性岗位 33 人；发放跨区域交通补助 744 人
13.155 万元，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3000 余人次，组织残
疾人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30 余人，促进退役军人、就
业困难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持续开
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居民医保宣传 50 场次，2023



年度居民医保参保同组第 1 名，2024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
保率达 100%。新增低保 19 户 45 人，停发 20 户 39 人，
全年累计发放低保金 330 万元；落实临时救助 17 人 8.96
万元。深入贯彻养老服务工作，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全覆
盖。

（2）社会事业均衡发展。优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邻鄂镇赶集食堂建成完工，逐步构
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中心。生育服务证登记 75
件，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24 对，宫颈癌筛查 202 人次，65
岁以上老年人体检 903 人。落实奖特扶及手术并发症 73
名，加强重精人员管理服务工作，清查评估精神障碍患者
18 名。整合镇村医疗资源，提升卫生院服务效能，常态
化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教育保障稳步推进，定期研究
“控辍保学”工作，落实送教上门 1 人，适龄儿童义务教
育入学率 100%，持续对接北京温州总商会帮扶我镇 10 名
优秀困难学生 5000 元/人/年。

（3）乡风文明氛围浓厚。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建设，通过院坝会、入户上门等方式积极开展文化
政策宣传活动 100 余场次，在全镇掀起摆政策法律“龙门
阵”的高潮。 完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活动录入 2520
条，群众点单 672 次。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进校园、
进村社、进企业 24 场次。大力宣传推介农耕文化，持续
开展“庆丰收、促和美”为主题的丰收节，丰富农耕劳作
体验项目。送戏下乡 4 场次，播放红色电影 15 场次，广
场舞及歌唱培训 12 次，通过文化惠民促振兴。“欢跃四
季·舞动山城”黔江区广场舞获得全区三等奖。巩固深化
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重庆市文明村镇的创建成
果。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邻鄂，借阅书籍 4000
余册次 700 余人次。履行文物保护责任，开展文物巡查 64
次。持续开展文化市场“净网”、扫黄打非、“2023 护
苗”、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12 余场次，
确保文化市场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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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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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管理还有差距。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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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出控
制力度还需加强。

改进建议

（一）深化预算管理，提高预算合理性、科学性。对
比上年决算数据，合理编制。把握好预算这一核心环节，
提高预算管理的完整性、科学性、权威性，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提升财政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加强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率。制定资产管
理的具体工作方案，健全工作机制，建立起财产定期盘点
制度，新增的资产及时登记入账，并设置资产明细账和固
定资产实物卡片，对资产进行日常跟踪管理和定期核查盘
点。

（三）完善绩效问责制度，提升绩效管理水平。邻鄂
镇在以后的绩效管理中，会及时公开绩效评价结果，并深
化分析各项绩效评分指标，对于绩效目标实施的薄弱环
节，进行加强，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绩效问责，发挥绩效管
理长效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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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