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表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3020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项目主码 S305020702045 项目副码 060326015

项目名称 玉财农〔2019〕141号二〇一九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因素法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19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19年7月24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130119 防灾救灾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合计 150,000.00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150,000.00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峨山县农业局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0877-4011647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峨山县农业局事业 填报人员 宁锦程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峨山县双江街道练江南路7号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普云翔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0877-4011646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532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esxzbz@163.com

项目目标

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
议纪要等依据

简述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玉财农〔2019〕141号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云财农﹝2019﹞139 号），为支持各县区做好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工作，现将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
夜蛾虫情防控）资金下达你们（详见附件）。收入列“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2130119-
防灾救灾”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各县区财政和农业农村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格根据《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及特大防汛抗旱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91 号）等有关规定，管好用好资金，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二、强化绩效评价管理。根据《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
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295 号）要求，各县区要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将预
算绩效管理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各环节，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项目实
施中，围绕项目绩效目标，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简述

上传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目标）
简述

1、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90%；
2、技术培训人数≥200人次；
3、技术人员下乡指导≥40；
4、完成统防面积0.5万亩次；
5、补助区域防控效果≥80%；
6、资金执行率100%；
7、及时发现虫情；
8、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发生态势，不大面积绝收成灾或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9、推广应用应用 2 项综合防治技术模式，促进农药减量增效；
10、建立24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提升预警能力；
11、项目区农民满意度≥85%。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受益对象
简述 全县玉米、水稻种植户。

上传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
确定的工作目标

简述

1、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90%；
2、技术培训人数≥200人次；
3、技术人员下乡指导≥40；
4、完成统防面积0.5万亩次；
5、补助区域防控效果≥80%；
6、资金执行率100%；
7、及时发现虫情；
8、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发生态势，不大面积绝收成灾或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9、推广应用应用 2 项综合防治技术模式，促进农药减量增效；
10、建立24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提升预警能力；
11、项目区农民满意度≥85%。

上传依据

项目计划

项目前期评估论证
简述

截止7月22日，我县玉米草地贪夜蛾发生17500亩，累计发生31960亩；防治43200亩次，目前仍需防治16000亩。草地
贪夜蛾平均被害株率36%，最高57%；百株平均虫量40.3头，最高55头。给我县粮食生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威胁，通过开
展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降低农业病虫害损失。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简述

一、开展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
为及时监测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动态，做到早发现、早控制，为有效防控奠定基础，在全县设立24个草地贪夜蛾性诱剂
监测点，24个监测点需桶形诱捕器24套，每套60元；监测用诱芯144个，每个35元；监测期间每个监测点安排调查人
工费500元。开展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共需资金2.136万元。
二、开展草地贪夜蛾监测与防控培训技术培训
对县乡技术人员及村级种植大户进行草地贪夜蛾监测与综合防控技术培训，使乡镇技术人员掌握草地贪夜蛾监测技术
，提高广大群从对该虫的认知度，对进一步开展群防群控打基础。计划培训12期358人次，人均培训经费80元，培训
费计2.864万元。
三、开展草地贪夜蛾统防统治
使用安全高效的防治药剂在全县开展草地贪夜蛾统防统治5000亩，每亩药剂投入20元，此项计10万元；

上传依据

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
准和依据

简述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简述

峨山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隶属县农业农村局主管，事业编制，机构独立健全，人员经费由县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现有
在职人员47人。专业技术人员45人，其中：高级农艺师13人、农艺师18人、工程师1人、经济师1人、助理农艺师8人
、助理工程师3人、技术员1人；工勤人员2人，其中：技师1人、高级工1人。单位具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及相关设施设
备，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规范，实行独立核算，由主管农业农村局统一监督管理。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简述 峨山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上传依据

项目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
简述 增强节约意识，养成节约观念，并贯穿于项目管理和实施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环节。

上传依据

项目的内控机制
简述 单位组织，项目负责人主持，相关人员配合实施。

上传依据

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
简述

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人员分工明确，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保证资金安全；
2、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专账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的报账制度；
3、建立资金使用审批程序，规范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保证项目资金流向清楚，开支合理；
4、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和审查。

上传依据

注：1、专项业务类项目不得补助下级

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附件1：表2.1

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

财年 目标 备注

2019

1、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90%；
2、技术培训人数≥200人次；
3、技术人员下乡指导≥40；
4、完成统防面积0.5万亩次；
5、补助区域防控效果≥80%；
6、资金执行率100%；
7、及时发现虫情；
8、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发生态势，不大面积绝收
成灾或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9、推广应用应用 2 项综合防治技术模式，促进农
药减量增效；
10、建立24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提升预警能力；

11、项目区农民满意度≥85%。



附件1：表2.2

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是否核心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统防面积（万亩次） = 0.5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技术人员下乡指导数量（人次） = ≥40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技术培训人数（人次） = ≥200人次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 = ≥90%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补助区域防控效果 = ≥80%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资金执行率 = 1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虫情调查情况 = 及时发现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 无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发生态势 = 不大面积绝收成灾或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推广应用综合防治技术模式，促
进农药减量增效

= 应用2项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建立草地贪夜蛾监测点，提升预
警能力（监测点数量）（个）

= 24个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 ≥85% 定量指标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政局 玉
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央农
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

玉财农〔2019〕141 号玉溪市财
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
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附件1：表3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明细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编码 标准名称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计量单位
标准/单价（元

）
数量/任务 资金规模 其中：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部门自筹 标准/单价依据 数量构成或来源

合计 150,000.00 150,000.00

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 通用标准 桶形诱捕器 30218 专用材料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0 72.00 4,320.00 4,320.00 厂家询价，60元/套
玉财农〔2019〕141号玉
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
村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
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
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 通用标准 监测用诱芯 30218 专用材料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4.00 35.00 5,040.00 5,040.00 厂家询价，35元/个
玉财农〔2019〕141号玉
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
村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
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
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 通用标准 监测人工费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 24.00 12,000.00 12,000.00 监测协议，500元/点
玉财农〔2019〕141号玉
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
村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
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
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监测防控技术培训费 通用标准 科技培训费 30216 培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 358.00 28,640.00 28,640.00 相关文件，80元/人
玉财农〔2019〕141号玉
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
村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
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
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草地贪夜蛾统防统治 通用标准 农药 30218 专用材料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 5,000.00 100,000.00 100,000.00 参照前期，20元/亩
玉财农〔2019〕141号玉
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农业农
村局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
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
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附件1：表4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合计

注：州市承担金额分解到县区；县级项目不填报此表



附件1：表5

项目政府采购表
单位：元

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 政府采购方式 计量单位 数量 需求时间 金额（元）

合计 109,360.00

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诱捕器 询价 套 72.00 2019年7月25日 4,320.00

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诱芯 询价 个 144.00 2019年7月25日 5,040.00

草地贪夜蛾统防统治药剂 邀请招标 亩 5,000.00 2019年7月25日 100,000.00



附件1：表6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
单位：元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 金额（元） 购买内容简述

合计



附件1：表7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补充编审表

编审要点 总得分
财政评审意见

一、建设立项要素（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1）项目是否具备政府决定

（5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0分）
简述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二、项目开工建设条件（50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通过审批

（6分）
简述

（2）项目是否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8分）
简述

（3）项目是否编制初步设计

（10分）
简述

（4）项目初步设计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5）项目是否办理完成其他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

（8分）
简述

（6）项目是否存在影响开工建设的重大障碍

（8分）
简述

三、项目年度预算（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10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预算年度资金安排使用计划

（10分）
简述



（3）上年延续项目以前年度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5分）
简述



附件1：表8

项目支出预算编审表

编审要点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一、项目目标(23分）

1.1项目依据是否充分（8分）

8.00

（1）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依据（8分）

简述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
玉财农〔2019〕141号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 年中
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19 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
金的通知》（云财农﹝2019﹞139 号），为支持各县
区做好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工作，现将 2019 年中央
农业生产救灾（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资金下达你们
（详见附件）。收入列“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2130119-防灾救灾
”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各县区财政和农业农村部门
要密切配合，严格根据《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及特
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91 号
）等有关规定，管好用好资金，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
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强化绩效评价管理。根据《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
绩效
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295 号）要求，各
县区要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切实加强绩效
管理，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跟
踪、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各环节，切实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在项目实施中，围绕项目绩效目标，对
项目的组织实施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发现并
纠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绩效目标如期
实现。

 1.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15分）

6.00

(1)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6分）

简述

1、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90%；
2、技术培训人数≥200人次；
3、技术人员下乡指导≥40；
4、完成统防面积0.5万亩次；
5、补助区域防控效果≥80%；
6、资金执行率100%；
7、及时发现虫情；
8、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发生态势，不大面积绝收成灾
或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9、推广应用应用 2 项综合防治技术模式，促进农药
减量增效；
10、建立24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提升预警能力；
11、项目区农民满意度≥85%。

(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6分）

6.00
简述

1、补助重点发生区域防控处置率≥90%；
2、技术培训人数≥200人次；
3、技术人员下乡指导≥40；
4、完成统防面积0.5万亩次；
5、补助区域防控效果≥80%；
6、资金执行率100%；
7、及时发现虫情；
8、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发生态势，不大面积绝收成灾
或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9、推广应用应用 2 项综合防治技术模式，促进农药
减量增效；
10、建立24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提升预警能力；
11、项目区农民满意度≥85%。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对象（3分）

3.00
简述

全县玉米、水稻种植户。

二、项目计划（57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2.1项目计划是否可行（10分）

10.00

(1)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是否合理可行（10分）

简述

截止7月22日，我县玉米草地贪夜蛾发生17500亩，累
计发生31960亩；防治43200亩次，目前仍需防治16000
亩。草地贪夜蛾平均被害株率36%，最高57%；百株平
均虫量40.3头，最高55头。给我县粮食生产安全造成
了较大威胁，通过开展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降低农
业病虫害损失。一、开展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监测
为及时监测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动态，做到早发现、早
控制，为有效防控奠定基础，在全县设立24个草地贪
夜蛾性诱剂监测点，24个监测点需桶形诱捕器24套，
每套60元；监测用诱芯144个，每个35元；监测期间每
个监测点安排调查人工费500元。开展草地贪夜蛾性诱
剂监测共需资金2.136万元。
二、开展草地贪夜蛾监测与防控培训技术培训
对县乡技术人员及村级种植大户进行草地贪夜蛾监测
与综合防控技术培训，使乡镇技术人员掌握草地贪夜
蛾监测技术，提高广大群从对该虫的认知度，对进一
步开展群防群控打基础。计划培训12期358人次，人均
培训经费80元，培训费计2.864万元。
三、开展草地贪夜蛾统防统治
使用安全高效的防治药剂在全县开展草地贪夜蛾统防
统治5000亩，每亩药剂投入20元，此项计10万元；

2.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科学（27分）

8.00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8分）

简述

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实际需要，项目绩效支出主要为建
立24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提升预警能力；开展科技
培训，培训人数≥200人次；开展草地贪夜蛾统防统治
0.5万亩等。部门整体支出为全县草地贪夜蛾虫情防控
工作之需要，项目的安排符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的要求。

(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全面（6分）

6.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3)项目绩效指标是否量化、可考核（8分）

8.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是否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5分）

5.00
简述

实施单位按照预算绩效目标进行管理，并针对项目绩
效考核办法，具备完善的绩效考核实施主体、工作程
序、工作方法。

2.3项目资金是否合理（20分）

10.00

(1)项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10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2)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充分细化，并在预算明细表中反映（10分）

10.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三、项目管理（20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3.1项目管理是否有效（15分）

4.00

(1)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4分）

简述

峨山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隶属县农业农村局主管，事
业编制，机构独立健全，人员经费由县财政全额预算
拨款。现有在职人员47人。专业技术人员45人，其中
：高级农艺师13人、农艺师18人、工程师1人、经济师
1人、助理农艺师8人、助理工程师3人、技术员1人；
工勤人员2人，其中：技师1人、高级工1人。单位具有
独立的办公场所及相关设施设备，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财务管理规范，实行独立核算，由主管农业农村局
统一监督管理。

(2)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是否明确（4分）

4.00
简述

峨山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3)项目是否有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2分）

2.00
简述

增强节约意识，养成节约观念，并贯穿于项目管理和
实施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环节。

(4)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5分）

5.00
简述

单位组织，项目负责人主持，相关人员配合实施。

3.2财务管理是否规范（5分）

5.00

(1)项目是否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5分）

简述

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人员分工明确，内部管理
制度完善，保证资金安全；
2、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
度；实行专账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的报账制度
；
3、建立资金使用审批程序，规范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保证项目资金流向清楚，开支合理；
4、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部
门的监督和审查。

本表得分 100.00

基建项目补充表得分

总分 10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