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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

作的通知》（财农〔2016〕26号）文件指出，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农业补贴政策的有效实施，明确要求在稳定加大

补贴力度的同时，逐步完善补贴政策，改进补贴办法，提高

补贴效能。推进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是按照中央“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总体部署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是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顺应农业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将农业“三

项补贴”中直接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明确

撂荒地、改变用途等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鼓励农民秸秆还

田，不露天焚烧，主动保护耕地地力，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

护意识，实现“藏粮于地”，使政策目标指向更加精准，政策

效果与政策目标更加一致，促进支农政策“黄箱”改“绿箱”，

进一步拓展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

牡丹区农业农村局设立 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

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总目标，通过保护和提升耕地地力，

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可持续，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严守

耕地保护红线，防止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遏制耕地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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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维护农民群众利益，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

（二）资金情况

菏泽市农业农村局 菏泽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补充通知》文件

中指出，“按照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核定上报的小麦种植面

积，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标准约 120元/亩”。菏泽

市牡丹区农业农村局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核定 2023 年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标准为 120.5元/亩，共计补贴 76.94万

亩小麦。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共计支出 9272.00万

元。

二、评价结论和主要绩效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78.76分，评价结果为“中”。

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9 15.60 82.11%

过程 20 11.91 59.55%

产出 30 28.00 93.33%

效益 31 23.25 75.00%

合计 100 78.76 78.76%

（二）主要绩效

1.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一本通”账户，简化资金发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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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缓解农户种植压力

牡丹区农业农村局经核实小麦种植面积后，基于精准的

农户信息系统，按照 120.5元/亩的标准将补贴资金发放至农

户“一本通”中，资金发放一步到位，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减少了资金在多方流转的情况，确保每一笔补贴资金都能准

确无误地到达对应的农户账户。这种模式发放补贴资金降低

了资金在流转过程中出现偏差的风险，如同开辟了一条“高速

公路”，使得资金能够快速、准确地到达农户手中，大大提高

了补贴资金的时效性，为农户提供及时的资金支持，缓解了

农户种植压力。

2.耕种面积增加，有效稳定农田总量

政府的补贴政策是促使耕种面积增加的重要因素，通过

实施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并积极宣传，呼吁农民

群众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牡丹区 2023 年小麦种植面积达

到 770366.37 亩，较 2022 年增加 45321.66 亩，小麦种植面

积增长率达到 5.86%。种植面积的扩大，有效稳定了农田总

量，做到了屯粮于田。同时，补贴资金可以用于购买种子、

化肥等生产资料，降低了农民的种植成本，激励了农民开垦

荒地或者利用闲置土地进行种植。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政策监管力度不足，缺失监督管理办法及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在组织机构健全性方面，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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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办公室作为项目主管科室，负责对补贴申报、公示、资金

发放等流程进行监督管理，但实际监督过程中，仅安排了科

室部分人员前往各镇街查阅补贴信息公开公示情况，未明确

科室人员职责分工。

在制度健全性方面，牡丹区农业农村局未能制定明确的

监督管理办法，不利于保障项目的资金使用效安全和实施效

果。未发现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未能建立起完善的资金

使用台账与效益评估体系，相关部门难以对补贴资金的流向、

使用效率及最终成效进行准确的追踪与判断。

（二）资料存档不规范，未建立补贴台账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前期上报的各项资料存

放分散，未做到统一归档整理，其中《农户自报表》存放在

村委会，《自报表收到回执单》签订后由农户自行保存，《农

户自报表送达回执单》未明确具体存放地点，部分回执单由

村委会进行保存。

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未设立补贴台账，仅通过

银行发放补贴资金的明细作为备查资料。缺失补贴台账，无

法清晰记录每一笔补贴的发放对象、发放金额、发放时间等

关键信息。

（三）项目实施效益不明显，未能有效减少化肥的使用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了粮食

安全，调动农户积极性，但在减少化肥使用方面，效益不明

显。通过调查问卷问题设置及统计数据显示，“耕地地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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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对您化肥使用量的影响是什么?”，选择“增加了化肥使用

量”的人员占比为“78.50%”，选择“减少了化肥使用量”的人员

占比为 9.00%，选择“没有明显影响”的人员占比为“12.50%”。

四、相关建议

（一）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应发挥专责监督作用，制定补贴资金

发放的实施方案及责任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和联

动工作模式，织牢织密监督网络。明确乡镇（含街道办事处，

下同）政府为第一责任主体、乡镇包村干部为第一责任人、

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为直接责任人，并对其职责履行进行监

督，确保监督机制的有效性。

出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来源渠道，根据耕地

面积、地力保护目标等因素，按照规定比例安排专项资金。

明确专款专用范围，详细规定补贴资金只能用于与耕地地力

保护直接相关的活动，如购买有机肥料、土壤改良剂、进行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开展耕地质量检测与监测等。

（二）统一存放补贴资料，建立并完善数字化补贴台账

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在整理相关补贴申报、审查资料的过

程中，应依据镇街将资料进行分类存放，对于数量较多的资

料应建立汇总档案。对于存放于村委会、镇街政府的资料，

应依据档案管理制度，定期对补贴申报资料进行检查，确保

资料的完整性。

建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数字化台账，提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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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率与透明度。数字化台账中应包含领取补贴人员的基

本信息（姓名、居住地、身份证号码、“一本通”账号等）、补

贴标准、补贴亩数、补贴资金发放总额、资金发放时间、资

金是否发放到位等信息，方便后续查阅及更新。

（三）倡导施用农家肥，改善耕地地力

目前，增加土壤肥力较为合理有效的方法为多施用农家

肥，畜禽粪便经过堆肥处理后施用于农田，不仅可以减少化

肥的使用，还能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与化学肥料相比，农

家肥对环境的污染风险较低，化学肥料如果使用不当，容易

造成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

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应通过多种途径宣传，例如印发宣传

语、张贴宣传告示、采用农村“大喇叭”、宣传车等方式，将

施用农家肥的优点广泛宣传，以此科学增加土壤肥力，稳定

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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