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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情况表
项目名称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评价资金规模 1864万元

主管部门 汉中市林业局 年度实际支出 1186.29万元

评价机构 陕西瑞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预算执行率 63.64%
评价分数 82.94 评价等级 良

综合评价结论：

从总体上看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湿地监测保护政策知晓率较高，

但存在部分项目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预算执行率较低、部分项目单位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项目

完成及验收不够及时等问题。项目总得分为 82.94分，绩效评级为“良”。
存在主要问题：

1.预算绩效管理不到位。

（1）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具体量化，未能反映和体现工作的实际内容。

（2）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的预算编制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预算编制不够合理和精

准。

（3）预算执行率较低，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预算执行率仅为 63.64%。

2.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

（1）调整资金用途程序不规范，如汉中市林业局将项目中的部分资金调整至县区用作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支出，资金调整仅通过市林业局会议商定并以电话形式向省林业厅报备，未履行书面审批

程序，资金调整过程也无资料可供证明。

（2）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存在将不同来源资金合并使用的情况，未对各类专项资金实行分账

核算和管理，资金使用存在“专款不专”的风险。

3.项目管理不到位。

（1）西乡县林业局在进行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项目工作时未提前办理野外用火审批手续。

（2）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和留坝县林业局已签订的合同缺少合同金额、单价、数量等必备要素，

合同管理不规范。

（3）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项目过程管理

不到位，存在项目未开展、项目合同支付条款履行不到位、项目推进缓慢以及验收不及时等情况。

意见建议：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1）建议项目单位结合项目特点，进一步梳理项目年度目标和长期目标，准确编制绩效目标，并

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全面准确反映项目绩效内容。汉中市财政局、

汉中市林业局应积极指导、督促项目单位科学合理编制绩效目标，并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把关，

切实提升绩效指标的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可衡量性。

（2）建议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在预测未来疫木伐除数量时应结合多方因素，充分考虑现

状，制定合理的预测方案。

（3）建议西乡县林业局、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应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项目资金。

2.增强资金使用合规性。

（1）建议汉中市林业局一是要严格执行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若因客观原因



确需调整资金用途的，应商市财政局并上报省林业厅、省财政厅审批同意后进行调整，同时提高

工作人员对资金管理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确保按规范流程和要求进行资金申请和执行；二是

建立资金用途调整申请与批复文件的存档制度，将调整资金的申请、审批、执行等文件资料及时

归类存档，确保文件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2）建议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一是要强化人员学习、培训和教育，组织单位领导、科室负责

人、财务人员认真学习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学习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知识，

切实提高业务能力，严格执行政策法规；二是要对专项资金实行分账核算和管理，名称相同但实

施内容不同的项目，要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别分别设置项目资金明细账。

3.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1）建议西乡县林业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督促施工单位进行规范化施工，提前申请野外用火

批复，确保用火安全。

（2）建议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和留坝县林业局要加强对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合同管

理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采取切实措施强化合同管理。

（3）建议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在资金计划下达后，及时评估项目申报书及实施方案，设定明

确的调整目标，明确任务分工，争取在合适的季节进行相应工程的开工建设。

（4）针对已完工未验收项目，建议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略阳县秦

岭生态保护中心在项目接近完工阶段，提前归类整理项目过程资料，确保资料齐全、准确，方便

验收人员查阅，提前通知相关部门或人员进行验收，确保验收人员能够及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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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稿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秦岭（汉中段）东西长约 220公里，南北宽约 60公里，平

均海拔 1300米以上，有自然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单元 199个，因

此，汉中市高度重视秦岭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致力于维护秦岭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全面落实陕西省委《关于全面

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22年汉中市修编出台了《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汉

政发〔2020〕22号），分析了当前秦岭的生态环境基本情况以及

主要问题，对植被保护、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均作出

了相关要求，为全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涵盖陕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

控隔离带建设项目、秦岭湿地监测保护项目、秦岭松材线虫病防

治项目以及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涉及汉中市城固县、洋县、

西乡县、勉县、略阳县、留坝县、佛坪县 7个县以及汉中市林业

局、城固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西乡

县林业局、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

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佛坪县秦岭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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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9个实施单位，共 11个项目。

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11个项目中，6个项目为 2023年

计划完成项目，均已完工（其中 3个项目已验收，3个项目未验

收）；5个项目为跨年完成项目，其中 3个已完成 2023年计划任

务（其中 1个已进行阶段性验收，2个未进行阶段性验收），1个

未完成 2023年计划任务，1个项目于 2024年开始实施。

（三）预算资金和使用情况

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涉及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 1864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

金已支出 1186.2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63.64%。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从总体上看，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湿地监测保护政策知晓率较高，

但存在部分项目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预算执行率较低、部分项目

单位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项目完成及验收不够及时等问题。项

目总得分为 82.94分，绩效评级为“良”。详细评分结果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综合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3.75 91.67%

过程 15 9.98 66.53%

产出 40 30.21 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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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效益 30 29 96.67%

合计 100 82.94 82.94%

绩效评价得分：82.94分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良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满分 15分，实得 13.75分）

项目整体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指标明确，资

金分配合理。但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描述不够具体量化，未能反映

和体现工作的实际内容；部分项目单位预算编制不够合理和精准，

预算编制结果与实际工作差距较大。

（二）项目过程情况（满分 15分，实得 9.98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因部分项目资金下达较晚、项目推进较

慢、项目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项目资金等原因，导致预算执行

率仅 63.64%，预算执行率不高；部分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

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存在未对专项资金实行分账核算和管

理的情况；部分项目单位制度执行有效性不足，如汉中市林业局

经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将项目资金中的 30万元拨付

至南郑区（10万元）和城固县（20万元）用作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支出，并将资金调整情况电话反馈了省林业厅。但在评价过程

中，汉中市林业局无法提供调整资金用途的请示、省林业厅批复

文件以及电话反馈记录等。西乡县林业局在实施疫木除治时未提

前办理野外生产用火审批手续；部分采购项目合同管理不规范，

如勉县、留坝县的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合同缺少除治数量、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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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金额等合同必备要素。

（三）项目产出情况（满分 40分，实得 30.21分）

2023年计划实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总数为 11个，其中

4个项目已完工验收，5 个项目已完工未验收，1 个项目未完成

当年计划任务，1 个项目于 2024 年开工。截至评价期，项目完

成及时率仅为 36.36%。

（四）项目效益情况（满分 30分，实得 28分）

湿地监测保护政策宣传较为普及，湿地生态系统的环境状况

有所改善，虫情监测覆盖率较高，试点区野猪种群密度得到明显

控制，居民满意度较高。但存在以下问题：评价组在实地调研中

未见相关野猪危害警示牌，容易导致群众在没有适当防范措施的

情况下进入相关区域，造成野猪伤人事件，生态保护设施不够完

善。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以制度为载体，夯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

汉中市林业局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实际运转和防控经验，创

新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及管理制度，

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夯实了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职责和任务，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分级负责、齐抓齐管的工作格局，全面落实了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实现了生态保护全域覆盖。

（二）以宣传为引领，调动各方力量投身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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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林业局联合多部门积极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教育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公

益广告、宣传车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陕西省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检疫条例》《松材线虫病及防治基础知识》等法律法规和松材

线虫病、松褐天牛等有害生物的危害性及防治相关知识，有效提

升公众对防治工作的认识和了解。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绩效管理不到位

一是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具体量化，仅描述秦岭松材线虫病及

湿地保护项目实施后的效益及效果情况，未能反映和体现工作的

实际内容。二是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在编制预算时不够

合理和精准，未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预算编制结果与实际工作

差距较大。三是预算执行率较低，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预算

执行率仅为 63.64%，其中陕西汉江省级重要湿地西乡段项目和

勉县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 2023年已完成，但项目资金未支付完

毕，西乡县和留坝县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为跨年项目，2023 年

计划任务已完成但未支付，存在大量财政预算资金闲置的情况。

（二）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

一是项目资金调整程序不规范。如市林业局将秦岭西段松材

线虫病防控隔离带建设项目资金中的 30万元拨付至南郑区（10

万元）和城固县（20万元）用作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支出，该项

目资金调整仅通过市林业局党组（扩大）会议商定，并以电话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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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省林业厅报备，并未履行书面审批程序，也无调整资金用途

的请示、批复文件以及电话反馈记录可供证明。二是洋县森林病

虫防治检疫站存在将不同来源资金合并使用，且未对各类专项资

金实行分账核算和管理的情况，资金使用存在“专款不专”的风

险。

（三）项目管理不到位

一是西乡县林业局在进行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项目工作时

未提前办理野外用火审批手续。二是部分项目单位已签订的合同

缺少合同金额、单价、数量等必备要素，合同订立不规范。三是

项目过程管理不到位，如：西乡县及留坝县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

合同支付条款履行不到位；嘉陵江小微湿地保护监测项目推进缓

慢，未能在合适的季节进行开工，也未进行阶段性验收；陕西汉

江省级重要湿地西乡段项目和勉县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验收不

及时。

六、有关建议

（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1.建议项目单位结合项目特点，进一步梳理项目年度目标和

长期目标，准确编制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全面准确反映项目绩效内容。汉中市财政局、

汉中市林业局应积极指导、督促项目单位科学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并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把关，切实提升绩效指标的完整性、准

确性、科学性、可衡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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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在本次绩效承包期结束

后，预测未来年度疫木伐除数量时，应收集近几年松材线虫病疫

木数量，疫木分布区域、发病树种类型等数据，结合目前当地的

除治技术与能力、政策与法规要求等因素进行充分考虑，制定合

理的预测方案。

3.建议西乡县林业局、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勉县秦巴

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资金支付。

在资金计划下达后，各项目单位作为资金使用的主体应按照合同

要求及施工进度及时支付当年应付款，防止出现预算资金连年闲

置的情况。

（二）增强资金使用合规性

1.建议汉中市林业局一是要严格执行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若因客观原因确需调整资金用途的，应商

市财政局并上报省林业厅、省财政厅审批同意后进行调整，同时

提高工作人员对资金管理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确保按规范流

程和要求进行资金申请和执行；二是建立资金用途调整申请与批

复文件的存档制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调整资金的申请、审

批、执行等文件资料及时归类存档，确保文件的完整性和可追溯

性。

2.建议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一是要强化人员学习、培训

和教育，组织单位领导、科室负责人、财务人员认真学习省级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学习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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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切实提高业务能力，严格执行政策法规；二是要对专项资金

实行分账核算和管理，名称相同但实施内容不同的项目，要根据

不同的项目类别分别设置项目资金明细账。

（三）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1.建议西乡县林业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督促施工单位进

行规范化施工，提前申请野外用火批复，确保用火安全。同时让

施工单位提前做好安全准备工作，如配备灭火器材、制定应急预

案等，进一步提高用火安全性。

2.建议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要加强对合同

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合同管理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采

取切实措施强化合同管理，避免出现合同内容不完整、必备要素

缺失的情况。

3.建议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在资金计划下达后，及时评

估项目申报书及实施方案，了解其实施效果、存在的问题等。基

于评估结果，设定明确的调整目标。根据调整与优化措施，明确

各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任务分工，争取在合适的季节进行相应工程

的开工建设。

4.针对已完工未验收项目，建议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

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在项目接近完

工阶段，就开始归类整理项目过程中的资料，确保资料齐全、准

确，方便验收人员查阅，并提前通知相关部门或人员进行验收，

确保验收人员能够及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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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稿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秦岭西起甘肃临洮，中贯陕西省南部，东抵河南鲁山，全长

1600多公里，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也是我国南北气候

的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

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能。但近年来，湿地面积萎缩，

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松材线虫病等问题已严重威胁着秦岭地区

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为了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陕西省出台了《陕西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

（陕政办发〔2020〕13 号）等文件，规划提出：要用好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推进水源涵养、水资源保护、水

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植被恢复、矿山环境治理等有关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维护、修复及其综合管理工作。

秦岭（汉中段）东西长约 220公里，南北宽约 60公里，平

均海拔 1300米以上，有自然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单元 199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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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汉中市高度重视秦岭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致力于维护秦岭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全面落实陕西省委《关于全面

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22年汉中市修编出台了《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汉

政发〔2020〕22号），分析了当前秦岭的生态环境基本情况以及

主要问题，对火灾和病虫害防治、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护、古树名木群落保护等均作出了相关要求，为全市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遵循。

2.项目主要内容。

评价组通过资金下达文件及《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梳理出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

目涵盖陕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建设项目、秦岭湿地监测

保护项目、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以及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项

目。涉及汉中市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勉县、略阳县、留坝县、

佛坪县 7个县以及汉中市林业局、城固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洋

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西乡县林业局、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

心、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

林业局、佛坪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 9个实施单位，共 11个项目。

具体情况如表 1-1所示。

表 1-1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内容情况表

序

号
实施单位

项目

个数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实施地点

1 汉中市林业

局
1

2023年陕西秦岭西

段松材线虫病防控

隔离带建设项目

陕西秦岭松材

线虫病防控隔

离带建设项目

长青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省汉西林

业局、城固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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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施单位

项目

个数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实施地点

县、勉县、略阳县、

留坝县、佛坪县等

8个单位的松林

2
城固县秦巴

生态保护中

心

1 城固县青松抢救工

程

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
城固县

3
洋县森林病

虫防治检疫

站

1 松材线虫病害防治

项目

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
洋县

4 西乡县林业

局

2

西乡县青松抢救工

程

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

西乡县

5
西乡县秦巴

生态保护中

心

陕西汉江省级重要

湿地西乡段

秦岭湿地监测

保护项目

6 勉县秦巴生

态保护中心
1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

区奖补资金

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
勉县

7
略阳县秦岭

生态保护中

心

3

略阳县秦岭青松抢

救工程项目

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

略阳县8 略阳县嘉陵江小微

湿地保护监测项目

秦岭湿地监测

保护项目

9 野猪试点综合防控

补助

秦岭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

10 留坝县林业

局
1 留坝县 2023年松材

线虫病防控项目

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
留坝县

11
佛坪县秦岭

生态保护中

心

1 佛坪县秦岭青松抢

救工程

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
佛坪县

合计 11
备注：评价组通过梳理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得出，各县实际将 2023年陕西秦岭松材

线虫病防控补偿资金与 2023年秦岭“青松抢救”补助项目资金均用于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治项目，因此，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际计划实施 4类项目。

3.项目实施情况。

因略阳县野猪试点综合防控补助资金下达较晚，该项目于

2024年 4 月启动，经评价组商议，将该项目的项目实施评价时

间延长至 2024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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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根据各项目 2023年实施方案、各实施单位提供的基

础数据表以及实地调研情况，梳理出截至评价期（2024 年 6 月

30日），11 个项目中，6 个项目为 2023 年计划完成项目，均已

完工（其中 3个项目已验收，3个项目未验收）；5个项目为跨年

完成项目，其中 3个已完成 2023年计划任务（其中 1个已进行

阶段性验收，2个未进行阶段性验收），1个未完成 2023年计划

任务，1个项目于 2024年开始实施。项目实施情况如表 1-2所示。

表 1-2 项目实施情况表

序号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完成时限

1 汉中市林业局

2023年陕西秦岭西段松

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建

设项目

已完工，未见验收 2023年

2 城固县秦巴生态保

护中心
城固县青松抢救工程 已完工验收 2023年

3 洋县森林病虫防治

检疫站
松材线虫病害防治项目 已完工验收 2023年

4 西乡县林业局 西乡县青松抢救工程
当年任务已完工，

进行阶段性验收

2022-2025
年

5 西乡县秦巴生态保

护中心

陕西汉江省级重要湿地

西乡段
已完工，未验收 2023年

6 勉县秦巴生态保护

中心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区奖

补资金
已完工，未验收 2023年

7

略阳县秦岭生态保

护中心

略阳县秦岭青松抢救工

程项目
已完工验收 2023年

8 略阳县嘉陵江小微湿地

保护监测项目

当年任务已完工，

未进行阶段性验收

2023-2024
年

9 野猪试点综合防控补助 正在实施
2024-2025

年

10 留坝县林业局
留坝县 2023年松材线虫

病防控项目

当年任务已完工，

未进行阶段性验收

2023-2024
年

11 佛坪县秦岭生态保

护中心

佛坪县秦岭青松抢救工

程
当年任务未完工

2023-2025
年

4.项目预算下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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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涉及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 1864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2023年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使用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由省财

政厅负责审核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编制预算草案并下达预算，

市县财政部门负责按时下达本辖区专项资金预算。共下达 3 次

2023年度指标。市财政局预算下达情况如表 1-3所示。

表 1-3 预算下达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金

额

下达金

额

资金到

位率

资金下达文

件
下达时间

1
汉中

市林

业局

2023年陕西秦

岭西段松材线

虫病防控隔离

带建设项目

154.00 154.00 100.00%

《汉中市财

政局关于提

前下达 2023
年省级秦岭

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

预算的通

知》（汉财

办农〔2022〕
161号）

2022.12.13
2

西乡

县秦

巴生

态保

护中

心

陕西汉江省级

重要湿地西乡

段

100.00 100.00 100.00%

3

略阳

县秦

岭生

态保

护中

心

略阳县嘉陵江

小微湿地保护

监测项目

100.00 100.00 100.00%

合计 354.00 354.00 100.00%

4

城固

县秦

巴生

态保

护中

心

城固县青松抢

救工程
80.00 80.00 100.00%

《汉中市财

政局关于下

达 2023年
省级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预

算的通知》

（汉财办环

2023.8.10

5 洋县

森林

松材线虫病害

防治项目
160.00 16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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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金

额

下达金

额

资金到

位率

资金下达文

件
下达时间

〔2023〕35
号）

病虫

防治

检疫

站

6
西乡

县林

业局

西乡县青松抢

救工程
130.00 130.00 100.00%

7

勉县

秦巴

生态

保护

中心

拔除松材线虫

病疫区奖补资

金

500.00 500.00 100.00%

8

略阳

县秦

岭生

态保

护中

心

略阳县秦岭青

松抢救工程项

目

140.00 140.00 100.00%

9
留坝

县林

业局

留坝县 2023年
松材线虫病防

控项目

120.00 120.00 100.00%

10

佛坪

县秦

岭生

态保

护中

心

佛坪县秦岭青

松抢救工程
180.00 180.00 100.00%

合计 1310.00 1310.00 100.00%

11

略阳

县秦

岭生

态保

护中

心

野猪试点综合

防控补助
200.00 200.00 100.00%

《汉中市财

政局关于下

达 2023年
省级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

（生物多样

性等）预算

的通知》（汉

财办环

〔2023〕87
号）

202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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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金

额

下达金

额

资金到

位率

资金下达文

件
下达时间

合计 200.00 200.00 100.00%
总计 1864.00 1864.00 100.00%

5.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因略阳县野猪试点综合防控补助资金下达较晚，该项目于

2024年 4 月启动，经评价组商议，将该项目资金支出评价时间

延长至 2024年 6月 30日。

截至评价期（2024年 6月 30日），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已支出 1186.29万元（其中 2023年支出 1051.68万元，

2024年支出 134.6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63.64%，资金执行情

况如表 1-4所示。

表 1-4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下达资

金

支付资

金

结余

资金

预算执行

率

1
洋县森林

病虫防治

检疫站

松材线虫病害防治项目 160.00 160.00 0.00 100.00%

2
略阳县秦

岭生态保

护中心

略阳县秦岭青松抢救工程

项目
140.00 140.00 0.00 100.00%

3
城固县秦

巴生态保

护中心

城固县青松抢救工程 80.00 79.93 0.07 99.91%

4
佛坪县秦

岭生态保

护中心

佛坪县秦岭青松抢救工程 180.00 179.82 0.18 99.90%

5
汉中市林

业局

2023年陕西秦岭西段松材

线虫病防控隔离带建设项
154.00 153.80 0.20 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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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下达资

金

支付资

金

结余

资金

预算执行

率

目

6
略阳县秦

岭生态保

护中心

略阳县嘉陵江小微湿地保

护监测项目
100.00 69.30 30.70 69.30%

7
略阳县秦

岭生态保

护中心

野猪试点综合防控补助 200.00 134.61 65.39 67.30%

8
西乡县秦

巴生态保

护中心

陕西汉江省级重要湿地西

乡段
100.00 48.40 51.60 48.40%

9
勉县秦巴

生态保护

中心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区奖补

资金
500.00 220.43 279.57 44.09%

10
西乡县林

业局
西乡县青松抢救工程 130.00 0.00 130.00 0.00%

11
留坝县林

业局

留坝县 2023年松材线虫病

防控项目
120.00 0.00 120.00 0.00%

合计 1864.00 1186.29 677.71 63.64%

（二）项目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

经评价组梳理，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总体

目标为：

（1）秦岭地区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得到提升，松材线虫病

快速扩散蔓延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2）秦岭区域湿地保护能力提升，湿地监测体系初步建立；

（3）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有所提升；

（4）在略阳县开展野猪危害综合试点，防止野猪的大规模



-9-

危害，秦岭区域重点野生动植物监测体系初步建立。

2.绩效指标体系。

经评价组梳理，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指标体系见

下表 1-5：

表 1-5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区数量（个） 1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点数量（个） 4
松材线虫病防控面积（万亩） 11.8

飞防松林面积（万亩） 5.9
秦岭区域小微湿地保护监测点建设（个） 2

野猪危害综合试点数量（个）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80%

松材线虫病疫区疫点拔除目标完成率 ≥85%
时效指标 项目当年完成率（%） ≥85%

成本指标

地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成本（元/亩） 5
松材线虫病隔离带飞防成本不超过（元/

亩）
≤2000

小微湿地保护监测点建设成本不超过（万

元/个）
≤120

野猪危害综合项目实施总成本（万元） ≤500

效益

生态效益

指标

试点区野猪种群数量得到明显控制（是/
否）

是

项目区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是/
否）

是

项目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提高（是/否） 是

社会效益

指标

野猪造成财产损失明显减少（是/否） 是

创造临时就业岗位数量（个） ≥48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使秦岭生态空间保护治理能力持续向

好（是/否）
是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项目任务从业人员和周围群众满意度

（%）
≥85%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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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汉中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强化

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受汉中市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处委托，陕西瑞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 2023年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本次绩效评价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项目预算编报情况。

重点关注该项目预算是否有编制依据和标准，松材线虫病疫

情防控补偿是否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分配，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申报书是否与项目实施方案相匹配。

2.关注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情况。

（1）关注资金使用合规性，重点关注各项目的支出方向是

否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的支出方向相匹配，并属于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是否存在不合理支出的情况等。

（2）关注各相关部门政府采购第三方服务的流程是否规范，

合同内容和履行是否合规，资金是否及时、准确结算，各相关工

作是否按照技术方案及合同要求执行。

3.关注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际完成情况。

依据各项目实施方案、规划及预算申请文件，确定 2023年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是否完成，包括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建

设情况、湿地植被恢复情况、松材线虫病防治情况等，是否按照

《松材线虫病除治技术方案》（2022年版）进行施工，是否达到

了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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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注项目整体效益。

关注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社会、生

态效益，包括湿地资源保护意识提升情况、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

情况、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等。

（二）绩效评价指标与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各项操作严格遵循既定程序，科学、规范、有序进行。

（2）公正公开原则。

第三方评价机构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第三方评价工

作，并结合财政预算资金管理实际，科学、合理、客观地设立评

价标准、确定评价指标，确保评价结果能科学真实反映财政预算

资金使用的实际成效。

（3）绩效相关原则。

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效果进行经济性、效率

性、效益性方面的综合考量，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

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4）激励约束原则。

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实质性挂

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要压减、

无效要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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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开透明原则。

绩效评价强调绩效结果反馈与应用，绩效评价结果要作为改

进预算管理、完善相关制度规定的重要依据，并依法公开，接受

监督。

2.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组通过梳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特点，结合省级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形成 2023年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下表 2-1。

表 2-1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4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政府采购合规性 3

产出
产出数量

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项目建设完成率 2

秦岭湿地监测保护项目完成率 3

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完成率 10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完成率 2

产出质量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验收合格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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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产出时效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完成及时率 10

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率 5

效益

社会效益 湿地监测保护政策知晓率 2

生态效益

松材线虫病疫情情况减轻 4

虫情监测覆盖率 2

保障湿地生态环境 2

试点区野猪种群密度得到明显控制 2

可持续影响 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健全性 8

受益对象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10

合计 100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将运用文献法、社会调查法、专家咨询法、综

合评价法等方法来支撑评价的逻辑紧密性与客观性，并坚持定量

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始终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

分级分类、绩效相关的基本原则。具体方法如下：

文献法：广泛收集与项目有关的立项依据等文件材料，了解

项目背景和概况、确定评价思路和依据、设计指标体系和社会调

查方案、进行绩效分析等。

社会调查法：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对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所支持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详细地了解，并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对秦岭（汉中段）地区居民进行满意度调查。

专家咨询法：主要是利用绩效专家、财务专家、行业专家的

经验和知识，对绩效评价的思路、实施路径、评价方案和报告的

撰写等方面进行咨询，不断提升实施方案和评价报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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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法：本次评价根据指标体系评分完成，指标体系的

最终确定经过评价组设计、专家评审等步骤完成，并设置相应的

指标权重与评分标准，对项目进行综合、全面地评价。

4.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是依据绩效评价基本原理，分别按照计划标准、行

业标准、历史标准等制定。对于定性指标，一般通过明确考核内

容或问卷采集相关数据。定量指标是可以准确数量定义、精确衡

量并能设定绩效目标的考核指标，定量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

该项指标是否符合评价基准，并通过公式等方式予以量化。

本次评价等级依据《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财政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陕财办绩〔2020〕9号）设

定，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 100分，

等级划分为四档：

90（含）-100分为优；

80（含）-90分为良；

60（含）-80分为中；

60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过程包括前期准备、方案设计、评价实施、

形成评价报告初稿、形成评价报告定稿五个阶段，评价期间 2024

年 5月 15日至 2024年 7月 31日，各阶段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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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期准备（2024年 5月 15日-2024年 5月 17日）。

（1）成立绩效评价小组，与汉中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处、

项目主管单位进行沟通，明确评价重点及评价任务；

（2）拟定需提供的资料清单，搜集和审核项目相关资料，

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

2.方案设计（2024年 5月 18日-2024年 5月 31日）。

根据收集的资料情况，明确项目概况、评价对象和内容、评

价依据、评价目的、评价思路及重点、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标准、基础数据表、调研访谈提纲、评价人员安排及工作

保障要求等，计划绩效评价工作整体时间，形成评价工作方案。

3.评价实施（2024年 6月 1日-2024年 6月 21日）。

（1）开展实地调研及数据采集。

评价组收集委托方对工作方案的意见及建议，完成工作方案

修改，并与被调研单位确定调研安排。在调研安排沟通确定后完

成对汉中市林业局以及部分县区项目单位所实施的项目进行实

地核查、访谈调研等工作。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以及项

目所涉及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包括资金使用情况、管理制度制定

与执行情况，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分析该项目的实施效果。

（2）形成初步评价结论。

评价组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利用收集的实际

情况和数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论证。

4.形成评价报告初稿（2024年 6月 22日-2024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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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评分。依据所搜集的相关数据和资料，结合评价

标准和评分规则，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分。

（2）报告撰写及修改。依据评价结论，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总结经验、分析不足，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进行

内部质量控制。

5.形成评价报告定稿（2024年 7月 1日-2024年 7月 31日）。

评价组根据委托方及被评价单位意见修改完成绩效评价报

告终稿，并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报告、评价工作底稿等评

价相关资料提交至汉中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处。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评价组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谈及实地调研等获得的

数据和资料，对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进行客观公正地

评价。从总体上看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

健全、湿地监测保护政策知晓率较高，但存在部分项目预算编制

不够科学、预算执行率较低、部分项目单位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

项目完成及验收不够及时等问题。项目总得分为 82.94分，绩效

评级为“良”。详细评分结果如下表 3-1所示。

表 3-1 综合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13.75 91.67%

过程 15 9.98 66.53%

产出 40 30.21 75.53%

效益 30 29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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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合计 100 82.94 82.94%

绩效评价得分：82.94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良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情况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三个方面进

行考核，指标分值 15分，决策评价得分 13.75分，得分率为 91.67%。

表 4-1 决策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达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100.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 100.00%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不够合理 2 1.5 75.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2 2 100.00%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不够科学 3 2.25 75.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4 4 100.00%

合计 15 13.75 91.67%

1.项目立项（满分 4分，实得 4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满分 2分，实得 2分）。

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依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

进行项目设立及申报，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属于公共

财政支出范围；根据汉中市林业局部门职责“负责林业和草原有

害生物的防治、检疫工作。负责全市湿地生态修复保护工作。按

分工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关工作”，与汉中市林业局部门职

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划分原则，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



-18-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满分 2分，实得 2分）。

评价组通过资料核查及调研访谈，根据《汉中市林业局 汉

中市财政局关于报送 2023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储备入

库的报告》（汉林字〔2022〕137号）文件，汉中市林业局、汉

中市财政局结合林业工作实际，将湿地保护补助项目、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补助项目、青松抢救工程项目等 11大类 151个储备项

目由市级进行评审，所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符合《陕西省 2023

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储备入库指南》要求，并向省林业

厅进行项目申报审核。项目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

材料符合要求，具有项目申报书、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经过可

行性研究、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2.绩效目标（满分 4分，实得 3.5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 2分，实得 1.5分）。

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总体目标为①秦岭地区

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得到提升，松材线虫病快速扩散蔓延态势得

到初步遏制；②秦岭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有所提升；③秦岭

区域湿地保护能力提升，湿地监测体系初步建立；④在略阳县开

展野猪危害综合试点，通过野猪资源调查、组建野猪防控专业狩

猎队伍、设置隔离防护、安装监测设备、制作狩猎设备捕猎等措

施，防止野猪的大规模危害。具有项目绩效目标表，预期产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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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存在的问题：绩效目标不够具体、量化。已编制的绩效目标

仅描述秦岭松材线虫病及湿地保护项目实施后的效益及效果情

况，未能反映和体现工作的实际内容，绩效目标描述不够详细，

扣权重分 1/4×2=0.5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5分，得 1.5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 2分，实得 2分）。

评价组通过核查各项目绩效目标表，各项目单位已将绩效目

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设置了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

效指标、成本指标、生态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

每项指标根据项目情况设置了指标内容及指标值，指标内容符合

工作内容，指标值清晰、可衡量，与项目计划任务数相对应。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3.资金投入（满分 7分，实得 6.25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满分 3分，实得 2.25分）。

评价组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各项目申报书，项目建设单

位负责申报项目，省级归口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项目评审、确定支

持项目、提出年度资金分配建议方案，省财政厅负责审核专项资

金分配建议方案，编制预算草案并下达预算，市县财政部门负责

按时下达本辖区专项资金预算。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

额度按照标准编制。

存在的问题：部分项目单位在编制预算时不够合理和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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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预算编制结果与实际工作差距较大。例

如：西乡县林业局结合实际普查情况，确定 2023年计划完成疫

木伐除数量 32288株，实际伐除疫木数量为 74120株，比项目申

报表中预测伐除疫木数量多 60%，留坝县林业局 2023年计划完

成疫木伐除数量 18478株，实际伐除疫木数量为 46000株，比项

目申报表中预测伐除疫木数量多 148.94%。扣 0.75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0.75分，得 2.25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满分 4分，实得 4分）。

根据《关于印发 2023年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

目申报指南的通知》（陕财办资环〔2022〕63号）、《省级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陕西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

控补偿实施方案（试行）》，预算资金分配根据各县区疫区情况以

及拔除疫点或疫区个数进行补助、奖励，经过省市审批资料、核

查疫区情况后，下达各县区资金额度。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

分配额度合理，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分配。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4分，扣除 0分，得 4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情况从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

标分值 15分，过程评价得分 9.98分，得分率为 66.53%。

表 4-2 过程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达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63.64% 3 1.91 63.67%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不够合 4 2.4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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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达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2 2 100.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比较有

效
3 1.42 47.33%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比较合

规
3 2.25 75.00%

合计 15 9.98 66.53%

1.资金管理（满分 7分，实得 4.31分）。

（1）预算执行率（满分 3分，实得 1.91分）。

经评价组复核各项目单位提供的资金支付明细、国库集中支

付凭证等财务资料，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际到位预

算 1854万元，实际支出 1186.29万元，预算执行率=（1186.29/1864）

×100%=63.64%。此项得分=63.64%×3=1.91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1.09分，得 1.91分。

（2）资金使用合规性（满分 4分，实得 2.4分）。

评价组通过资料复核，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支出

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各项目支出方向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

一致，支出用途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存在的问题：①根据《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陕财办资环〔2023〕67号）第二十五条规定：“专项资

金和市县财政配套资金应分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实际洋县森林

病虫防治检疫站将 160万元省级项目资金与中央、县财政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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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方面资金合并支出，未进行分账核算和管理，扣 0.8分；②

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均应于 2023年支付当年计划完成

部分作业费用，但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未进行项目资金支付，

扣 0.8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4分，扣除 1.6分，得 2.4分。

2.组织实施（满分 8分，实得 5.67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 2分，实得 2分）。

评价组通过实地调研及资料核查，财务方面：陕西省财政厅

等六部门针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设立了《省级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项目申报流程、资金的用途及

使用方向等内容。汉中市林业局及各县区项目单位制定了部门内

部财务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业务方面：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施均遵循《陕

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等文件要求，各文件针对

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制定了目标，明确了保护类别，规划实

施及监督管理等内容，项目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 3分，实得 1.42分）。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项目的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监理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

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等已落实到位。



-23-

存在的问题：①根据《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陕财办资环〔2023〕67号）第二十一条规定：“项目实

施方案调整，按照原审批权限和程序审批。未经批准，各地各单

位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和资金预算。”以及《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资环〔2020〕70号）第二十条规

定：“市县项目由各市（区）归口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报省级

归口主管部门和省财政厅同意后予以调整。”汉中市林业局经过

局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将 154万元省级项目资金中的 30万元

拨付至南郑区（10万元）和城固县（20万元），用作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支出，该项目资金调整仅通过市林业局局党组（扩大）会

议商讨，并以电话形式向省林业厅报备，并未履行书面审批程序，

评价组未获取到调整资金用途请示、批复以及电话反馈记录等文

件，扣 0.6 分；②根据《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中

疫木处理要求：“在防火期内和可能存在火灾隐患的区域，要在

严格遵守当地森林防火有关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烧毁处理”，根

据西乡县森林防火要求，施工单位需按程序办理（备案）野外生

产用火手续，评价组未获取到西乡县林业局野外用火批复，扣

0.6分；③本次绩效评价共涉及 11个项目，其中 7个项目具有绩

效自评资料，4个项目未提供绩效自评资料（包括松材线虫病防

控隔离带建设项目、西乡县及略阳县湿地监测保护项目、略阳县

野猪试点综合防控项目），扣 0.38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1.58分，得 1.4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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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采购合规性（满分 3分，实得 2.25分）。

评价组根据资料整理复核，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中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由各项目实施单位编制采购预算并填报

政府采购项目备案书，经过汉中市林业局、汉中市财政局审批同

意后，进行意向公开以及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并将中标结果

进行公示，公示后与各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采购流程规范，

采购相关资料齐全。

存在的问题：部分项目单位合同订立不规范。例如：留坝县

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三年绩效承包项目作业合同未明确计划除

治数量以及单价；勉县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项目合同未明确合同

金额，合同要素不完整，扣 0.75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0.75分，得 2.25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情况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和产出成本

四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40 分，产出评价得分 30.21分，

得分率为 75.53%。

表 4-3 产出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

值
达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产出

数量

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项目建设完

成率
100% 100% 2 2 100.00%

秦岭湿地监测保护项目完成率 100% 100% 3 3 100.00%
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完成率 100% 85.71% 10 8.57 85.70%
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完成率 100% 0% 2 0 0.00%

产出

质量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8 8 100.00%

产出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36.36% 10 3.64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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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

值
达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时效

产出

成本
成本节约率 ≥0% 0.02% 5 5 100.00%

合计 40 30.21 75.53%

1.产出数量（满分 17分，实得 13.57分）。

（1）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项目建设完成率（满分 2分，

实得 2分）。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以及资料收集，汉中市林业局负责实施

的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项目已完成，2023 年应完成飞机有效

防治作业面积 7.4万亩，实际完成 7.42万亩；应使用药剂 3%噻

虫啉 80g/亩，实际共使用（7.42×10000×80/1000=）5936公斤；

应使用 300 亿 /白僵菌 40g/亩，实际共使用（7.42×10000×

40/1000=）2968公斤；应使用尿素 10g/亩，实际共使用（7.42×

10000×10/1000=）742公斤，均达到计划标准，此项得满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2）秦岭湿地监测保护项目完成率（满分 3分，实得 3分）。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以及资料收集，秦岭湿地监测保护项目

共 2个，均已完成。包括：①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

的陕西汉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西乡段 2023年秦岭湿地保护恢

复示范推广项目应完成 a.恢复提升湿地植被 157.8亩（垂柳 148

亩，芦苇 9.8亩），已按照计划完成；b.购置安装多功能科普宣传

牌 8 个，印发宣传资料 5000 份，已按照计划完成；c.建设 374

平方米的生物塘，铺设巡护道路 360平方米，在巡护道路周边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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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观赏性植被 555平方米，已按照计划完成；d.新建巡护道路 392

米，宽 1.5米，面积 588平方米，已按照计划完成；②略阳县秦

岭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略阳县嘉陵江小微湿地保护监测项

目应完成 a.湿地植被恢复提升，栽植植物 32.25亩，实际因湿地

植被需在春季种植，此项于 2024年春季开工，截至评价期（2024

年 6月 30日），该项目已按照合同规定时间完成；b.建设配套设

施，导引牌 3个、警示牌 7面、监控 2套、生态垃圾桶 2个、宣

教音响 3个，已按照计划完成。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0分，得 3分。

（3）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完成率（满分 10 分，实得

8.57分）。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以及基础资料收集，秦岭松材线虫病防

治项目共 7个，其中 6个已完成，包括：①城固县计划完成枯死

松树除治 4000株，实际完成 4397株，完成率 109.93%；计划完

成药物防治松褐天牛面积 12000亩，实际完成 12000亩，完成率

100%；计划完成古柏树修复 6株，实际完成 6株，完成率 100%；

②洋县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 173580 株，实际完成

176009株，完成率 101.40%；③西乡县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

除治 32288株，实际完成 74120株，完成率 160.69%；④勉县属

于非疫区，所完成疫木除治应为“即死即清”数量，已完成疫木除

治 46534株，完成率 100%；⑤略阳县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

除治 28600株，实际完成 28667株，完成率 100.23%；⑥留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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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 18478株，实际完成 46000株，完

成率 248.94%。

存在的问题：佛坪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

疫木除治 50563 株，实际完成 37430 株，完成率 74.03%；未达

到原定计划，扣（1/7）×100%×10=1.43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10分，扣除 1.43分，得 8.57分。

（4）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完成率（满分 2 分，实得 0

分）。

根据评价组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

负责实施的野猪试点综合防控补助项目因资金下达较晚，2023

年未开展，实际于 2024年 4月进行公开招标，2024年 5月进行

结果公告，该项目合同约定实施期为 1 年，截至评价期（2024

年 6月 30日）正在实施。此项不得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2分，得 0分。

2.产出质量（满分 8分，实得 8分）。

（1）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验收合格率（满分 8分，实得

8分）。

根据评价组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4个项目已参与验收且验收合格。包括：城固县、洋县、略阳县

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已全部验收合格，西乡县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控项目 2023年计划完成部分已验收合格。

项目验收合格率=（4/4）×100%=100.00%。该指标得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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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8分，扣除 0分，得 8分。

3.产出时效（满分 10分，实得 3.64分）。

（1）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完成及时率（满分 10分，实得

3.64分）。

评价组根据资料复核，使用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的项目共 11个，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共有 4个项目完工

验收，包括城固县、洋县、略阳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以及

西乡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 2023年计划完成部分。

项目完成及时率=（4/11）×100%=36.36%。该指标得分

10×36.36%=3.64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10分，扣除 6.36分，得 3.64分。

4.产出成本（满分 5分，实得 5分）。

（1）成本节约率（满分 5分，实得 5分）。

评价组根据资金下达文件及各县区项目单位财务支出资料，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已完工验收项目共 4 项（包括：

城固县、洋县、略阳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以及西乡县秦岭

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 2023年计划完成部分），其中西乡县秦岭松

材线虫病防控项目为跨年项目，阶段性验收后暂未支付，因此不

纳入计算。已完成项目预算为 380 万元，支出为 379.93 万元，

各完成项目均未超出预算，成本节约率 =（ 380-379.93）

/380×100%=0.02%，此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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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5分，扣除 0分，得 5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情况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受益对

象满意度四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30分，效益评价得分 29

分，得分率为 96.67%。

表 4-4 效益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达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社会效益
湿地监测保护政策知

晓率
≥85% 100% 2 2 100.00%

生态效益

松材线虫病疫情情况

减轻
减轻 减轻 4 4 100.00%

虫情监测覆盖率 100% 100% 2 2 100.00%
保障湿地生态环境 保障 保障 2 2 100.00%
试点区野猪种群密度

得到明显控制

≤1只
/km² 1只/km² 2 2 100.00%

可持续影响
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健

全性
健全

较为健

全
8 7 87.50%

受益对象满意

度
居民满意度 ≥85% 97.17% 10 10 100.00%

合计 30 29 96.67%

1.社会效益（满分 2分，实得 2分）。

（1）湿地监测保护政策知晓率（满分 2分，实得 2分）。

评价组根据问卷调查反馈，共收集有效问卷 226份，在“请

问您是否了解湿地保护方面的宣传政策及相关知识？”问题中，

选择“全面了解”的有 170人，选择“基本了解”的有 41人，选择“了

解一些”的有 15人，选择“不了解”的有 0人。湿地保护相关知识

和政策宣传知晓率为 100%。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2.生态效益（满分 10分，实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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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松材线虫病疫情情况减轻（满分 4分，实得 4分）。

评价组通过梳理各实施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及现场访谈，

2023年汉中市林业有害生物成灾面积为 11.04万亩，低于《汉中

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责任书》要求的 18.39万亩。洋县、

西乡县、略阳县、留坝县以及佛坪县 2023年松材线虫病发生面

积较 2022年均有所下降，例如：洋县 2022年松材线虫病发生面

积为 6469.4 亩，2023 年为 6320.5 亩；西乡县 2022 年松材线虫

病发生面积为 53431.75 亩，2023 年为 49888.2 亩。具体各县松

材线虫病发生面积情况见附件 7。根据对项目单位现场访谈得知

城固县和勉县属于松材线虫病非疫区，不统计发生面积。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4分，扣除 0分，得 4分。

（2）虫情监测覆盖率（满分 2分，实得 2分）。

评价组通过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汉中市各县区项目单位针

对松材线虫虫情监测主要方法为科学设立林区固定监测点和设

置护林员，护林员每天根据所分片区进行巡山以及虫情观察，每

月能完成至少 22.5 天的日常监测，虫情监测覆盖率总计达到

100%，此项得满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3）保障湿地生态环境（满分 2分，实得 2分）。

评价组通过实地调研略阳县嘉陵江小微湿地保护监测项目，

因该项目尚未完成验收，在进入通道处设有门锁，同时设置摄像

头进行远程监控，有利于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根据陕西汉江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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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自然保护区西乡段建设项目留存图片资料，湿地内水体无污

染状况，湿地堤岸无损毁现象，湿地区域水面无垃圾，另外根据

陕西汉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西乡段附近的黄金峡水域省控断

面水质监测数据，此处水质为 III 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中的相关标准。此项得满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4）试点区野猪种群密度得到明显控制（满分 2分，实得

2分）。

评价组通过现场访谈及基础数据表收集，略阳县作为防控野

猪危害综合试点县，控制野猪种群密度属于长期工作内容，2023

年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设置了诱捕笼，同时训练猎犬进行野

猪危害控制，将野猪种群密度控制在 1只/km²内。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3.可持续影响（满分 8分，实得 7分）。

（1）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健全性（满分 8分，实得 7分）。

评价组通过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各项目实施单位及施工单

位于签订合同时已依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松材

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文件，

针对各项目建立健全应急预案；汉中市林业局针对秦岭松材线虫

病每年进行春季、秋季两次普查；各项目单位通过护林员宣传、

宣教音响播放湿地保护政策、宣传册印发等方式进行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工作宣传。



-32-

存在的问题：警示牌的设立旨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群众的安全，

评价组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未见相关野猪危害警示牌，容易导致群

众在没有适当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进入相关区域，生态保护设施有

待完善。扣除 1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8分，扣除 1分，得 7分。

4.受益对象满意度（满分 10分，实得 10分）。

（1）居民满意度（满分 10分，实得 10分）。

评价组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统计，汉中市居民对汉中市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包括松材线虫病防治、湿地监测保

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的满意度为 97.17%，达到目标值，具

体满意度调查问卷分析见附件 6。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10分，扣除 0分，得 10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以制度为载体，夯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

汉中市林业局根据省级印发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结合自身发展情

况、实际运转和防控经验，创新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及管理办法。

业务方面，先后制定颁布了《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汉中市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

规划》《汉中市秦岭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清零”行动实施方案》

《汉江生态环境保护“清澈”行动实施方案》《汉中市秦岭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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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方案》等指导性文件，创新出台的《汉中市生

态环境保护岗位责任清单》，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夯实了各

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岗位职责和任务。建立

了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分级负责、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全面落实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现了生

态保护全域覆盖。根据《秦巴生态保护联合执法实施办法》，开

展联合执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等各类专项行动

10余次。

资金方面，汉中市各县区项目单位按照《省级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针对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坚持“先

有项目再安排预算”，资金跟着项目走，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以确保资金的合规使用和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建立预算绩效目

标动态监控机制，对专项资金全程追踪问效，对于违反规定的行

为，也明确了处罚措施，以保障专项资金的安全和效益。

（二）以宣传为引领，调动各方力量投身生态环境保护

汉中市林业局联合多部门积极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教育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公

益广告、宣传车等多种途径，大力宣传《陕西省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检疫条例》《松材线虫病及防治基础知识》等法律法规和松材

线虫病、松褐天牛等有害生物的危害性及防治相关知识。例如建

立汉中秦巴生态保护微信公众号；在新华社、人民日报、陕西日

报、陕西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广泛宣传松材线虫病防控知识；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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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林草生物灾害防控宣传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

节日活动，利用印发《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宣传册、

宣传单，悬挂宣传展板、横幅，定制宣传马甲，开展专题讲座、

培训会、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提升公众对防治工作的认识和了解，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有害生物的监测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和监

督工作，有助于推动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绩效管理不到位

一是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具体量化。例如：已编制的绩效目标

仅描述秦岭松材线虫病及湿地保护项目的实施后的效益及效果

情况，未能反映和体现工作的实际内容。

二是预算编制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部分项目单位在编

制预算时不够合理和精准，未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预算编制结

果与实际工作差距较大。例如：留坝县林业局 2023年计划完成

疫木伐除数量 18478株，实际伐除疫木数量为 46000株，比项目

申报表中预测伐除疫木数量多 148.94%。

三是预算执行率较低，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2023 年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际到位预算 1854万元，实际支出 1186.29

万元，预算执行率仅为 63.64%，其中陕西汉江省级重要湿地西

乡段项目和勉县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 2023年已完成，但项目资

金未支付完毕，西乡县和留坝县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为跨年项目，

2023年计划任务已完成但未支付，存在大量财政预算资金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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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二）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

一是汉中市林业局存在项目资金调整程序不规范的情况。汉

中市林业局将陕西秦岭西段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建设项目预

算资金中的 30万项目资金拨付至南郑区林业局（10万元）和城

固县（20 万元）用作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支出，该项目资金调整

仅通过市林业局党组（扩大）会议商定，并以电话形式向省林业

厅报备，并未履行书面审批程序，也无调整资金用途的请示、批

复文件以及电话反馈记录可供证明。

二是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存在将多方资金来源合并使

用，且未针对不同来源资金设立专账并进行专账管理的情况。根

据《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资环

〔2023〕67号）第二十五条规定：“专项资金和市县财政配套资

金应分项目进行明细核算”。评价组经过访谈得知，洋县森林病

虫防治检疫站在实际工作中，将 2023年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 160万元与中央、县财政支持的林业方面其他资金合并

使用，资金使用的透明度降低，使用效果难以评估，资金使用存

在“专款不专”的风险。

（三）项目管理不到位

一是西乡县林业局未提前申请野外用火审批手续。秦岭松材

线虫病疫木除治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烧毁采伐清理的疫木及枝

桠，项目实施单位需在疫木除治前提交野外用火申请并得到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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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未获取到西乡县野外用火申请。未申请野外用火可能导致

火源管理失控，增加火灾隐患和风险，同时增加了森林防火和管

理的难度。

二是部分项目单位合同订立不规范。例如：留坝县松材线虫

病疫木除治三年绩效承包项目采购清单中已规定清理濒死和枯

死松树数量，但在实际签订合同中未明确除治数量以及单价。合

同中各要素的不明确容易导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预算超支、

资金不足、资源浪费等问题。

三是部分项目过程管理不到位。例如：①项目合同支付条款

履行不到位。按照合同，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均应于

2023年支付部分作业费用，但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未进行项

目资金支付；②项目推进缓慢，验收不及时。嘉陵江小微湿地保

护监测项目资金于 2022年下达，最终于 2023年 6月开工，错过

植被恢复种植季节，项目推进较为缓慢，未能在 2023年完成全

部工作任务，也未进行阶段性验收。陕西汉江省级重要湿地西乡

段项目和勉县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项目在完工后，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未进行验收，验收不够及时。

七、有关建议

（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1.建议项目单位结合项目特点，进一步梳理项目年度目标和

长期目标，准确编制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全面准确反映项目绩效内容。汉中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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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林业局应积极指导、督促项目单位科学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并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把关，切实提升绩效指标的完整性、准

确性、科学性、可衡量性。

2.建议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在本次绩效承包期结束

后，预测未来年度疫木伐除数量时，除了要考虑秋普、春普结果

以外，还要收集近几年松材线虫病疫木数量，疫木分布情况、发

病树种类型等数据，结合目前当地的除治技术与能力、政策与法

规要求等因素进行充分考虑，制定合理的预测方案。

3.建议西乡县林业局、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勉县秦巴

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资金支付。

在资金计划下达后，各项目单位作为资金使用的主体应按照合同

要求及施工进度及时支付当年应付款，防止资金结转至下年，造

成预算资金连年闲置的情况。

（二）增强资金使用合规性

1.建议汉中市林业局一是要严格执行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若因客观原因确需调整资金用途的，应商

市财政局并上报省林业厅、省财政厅审批同意后进行调整，同时

提高工作人员对资金管理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确保按规范流

程和要求进行资金申请和执行；二是建立资金用途调整申请与批

复文件的存档制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调整资金的申请、审

批、执行等文件资料及时归类存档，确保文件的完整性和可追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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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一是要强化人员学习、培训

和教育，组织单位领导、科室负责人、财务人员认真学习省级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学习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知

识，切实提高业务能力，严格执行政策法规；二是要对专项资金

实行分账核算和管理，按照申报的项目名称设置项目资金明细账。

名称相同但实施内容不同的项目，要按照不同的项目内容分别设

置项目资金明细账，确保每一笔资金的用途和流向都能得到明确

的记录和追踪。

（三）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1.建议西乡县林业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督促施工单位进

行规范化施工，确保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规定要求，

提前申请野外用火批复，确保用火安全。同时让施工单位提前做

好安全准备工作，如配备灭火器材、制定应急预案等，进一步提

高用火安全性。

2.建议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要加强对合同

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合同管理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避

免出现合同内容不完整、必备要素缺失的情况。拟定合同时，需

全面覆盖双方权责、标的详情（含数量、质量）、价格、履行期

及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可参照政府采购清单，结合实际情况灵

活调整，以确保合同内容的完整与准确。

3.建议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在资金计划下达后，及时评

估项目申报书及实施方案，了解其实施效果、存在的问题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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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评估结果，设定明确的调整目标，如提高实施效率、降低成本

等并制定调整与优化措施。根据调整与优化措施，明确各相关部

门和人员的任务分工，争取在合适的季节进行相应工程的开工建

设。

4.针对已完工未验收项目，建议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

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在项目接近完

工阶段，就开始归类整理项目过程中的资料，确保这些资料齐全、

准确，方便验收人员查阅，提前通知相关部门或人员进行验收，

确保验收人员能够及时参与，避免因为人员安排不周而延误验收

时间。若涉及多个部门和人员的联合验收，则要加强沟通与协调，

确保各个环节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因为纠纷而延迟验收的问题。

附件：1.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

分表

2.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问题清单

3-1.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预算

批复版）

3-2.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梳理

规范版）

4.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底稿

5.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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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析报告

6.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基础数据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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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决策
项目

立项

立项

依据

充分

性

2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

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

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

部相关项目重复。

以上各项各占 1/5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2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依据《陕西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级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进

行项目设立及申报，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

政策要求，属于公共财政支出范围；根据

汉中市林业局部门职责“负责林业和草原

有害生物的防治、检疫工作。负责全市湿

地生态修复保护工作。按分工负责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有关工作。”，与汉中市林业

局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

需，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

则，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

项目不重复。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立项

程序

规范

性

2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

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2

评价组通过资料核查及调研访谈，根据

《汉中市林业局 汉中市财政局关于报送

2023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储备

入库的报告》（汉林字〔2022〕1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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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以上各项各占 1/3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文件，汉中市林业局、汉中市财政局结合

林业工作实际，将湿地保护补助项目、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项目、青松抢救工程

项目等 11大类 151个储备项目由市级进

行评审，所报项目符合国家政策，符合《陕

西省 2023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

储备入库指南》要求，并向省林业局进行

项目申报审核。项目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设

立，审批文件、材料符合要求，具有项目

申报书、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经过可行

性研究、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绩效

目标

绩效

目标

合理

性

2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

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

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相匹配。

以上各项各占 1/4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1.5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总体

目标为①秦岭地区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

得到提升，松材线虫病快速扩散蔓延态势

得到初步遏制；②秦岭区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能力有所提升；③秦岭区域湿地保护能

力提升，湿地监测体系初步建立；④在略

阳县开展野猪危害综合试点，通过野猪资

源调查、组建野猪防控专业狩猎队伍、设

置隔离防护、安装监测设备、制作狩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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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备捕猎等措施，防止野猪的大规模危害。

具有项目绩效目标表，预期产出效益和效

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存在的问题：绩效目标不够具体、量化。

已编制的绩效目标仅描述秦岭松材线虫

病及湿地保护项目的实施后的效益及效

果情况，未能反映和体现工作的实际内

容，绩效目标描述不够详细，扣权重分 1/4
×2=0.5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5分，

得 1.5分。

绩效

指标

明确

性

2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

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以上各项各占 1/3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2

评价组通过核查各项目绩效目标表，各项

目单位已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设置了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生态效益指标、社

会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每项指标根据

项目情况设置了指标内容及指标值，指标

内容符合工作内容，指标值清晰、可衡量，

与项目计划任务数相对应。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资金 预算 3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2.25 评价组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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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投入 编制

科学

性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

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

工作任务相匹配。

以上各项各占 1/4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申报书，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申报项目，省

级归口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项目评审、确定

支持项目、提出年度资金分配建议方案，

省财政厅负责审核专项资金分配建议方

案，编制预算草案并下达预算，市县财政

部门负责按时下达本辖区专项资金预算。

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按照

标准编制。

存在的问题：部分项目单位在测算预算时

不够合理和精准，未充分考虑各影响因

素，编制结果与实际工作量差距较大。例

如：西乡县林业局结合实际普查情况，确

定 2022年采伐基数为 46125株，目标为

实现每年枯死松树至少下降 30%以上，

2023年计划完成 32288株疫木伐除数量，

实际伐除疫木数量为 74120株，比项目申

报表中预测伐除疫木数量多 60%，留坝县

林业局以 2022年秋季第三方普查发现疫

点镇 70%疑似度其他枯死、濒死松树

44269株为基数，目标为每年秋普新发生

死亡松树比上年秋普数下降 80%，且 2023
年实现疫点无疫情、不发生新疫情以及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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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区无疫情目标，2023年计划完成 18478
株疫木伐除数量，实际伐除疫木数量为

46000株，比项目申报表中预测伐除疫木

数量多 148.94%。扣 0.75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0.75分，

得 2.25分。

资金

分配

合理

性

4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松材线虫病疫情

防控补偿是否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分配。

以上各项各占 1/2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4

根据《关于印发 2023年省级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陕财办资环〔2022〕63号）、《省级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

《陕西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补偿实施

方案（试行）》，预算资金分配根据各县

区疫区情况以及拔除疫点或疫区个数进

行补助、奖励，经过省市审批资料、核查

疫区情况后，下达各县区资金额度。预算

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分配额度合理，按照

实施方案进行分配。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4分，扣除 0分，得

4分。

过程
资金

管理

预算

执行

率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

金）×100%。实际支出资金：2023年内项

目实际拨付的资金。得分=预算执行率×权

1.91
经评价组复核各项目单位提供的资金支

付明细、国库集中支付凭证等财务资料，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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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重分，预算执行率低于 60%不得分。 预算 1854万元，实际支出 1186.29万元，

预算执行率=（1186.29/1864）×

100%=63.64%。此项得分=63.64%×

3=1.91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1.09分，

得 1.91分。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4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

③各项目支出方向是否与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一致，是否符合项目预

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

情况。

以上各项各占 1/4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2.4

评价组通过资料复核，2023年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项目支出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各项目支出方向与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方向一致，支出用途符

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存在的问题：①根据《省级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资环

〔2023〕67号）第二十五条规定：“专项

资金和市县财政配套资金应分项目进行

明细核算。”，实际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

疫站将 160万元省级项目资金与中央、县

财政支持的林业方面资金合并支出，未进

行分账核算和管理，扣 0.8分；②西乡县

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均应于 2023年支

付当年计划完成部分作业费用，但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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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2023年 12月 31日未进行项目资金支付，

扣 0.8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4分，扣除 1.6分，

得 2.4分。

组织

实施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2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项目管

理制度；

②财务和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

整。

以上各项各占 1/2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2

评价组通过实地调研及资料核查，财务方

面：陕西省财政厅等六部门针对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项目设立了《省级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项目申

报流程、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方向等内容。

汉中市林业局及各县区项目单位制定了

部门内部财务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

业务方面：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实施均遵循《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松

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等文件

要求，各文件针对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制定了目标，明确了保护类别，规划实

施及监督管理等内容，项目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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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制度

执行

有效

性

3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用款

批复、野外用火申请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

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

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以上各项各占 1/4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1.42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2023
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监理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

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等已

落实到位。

存在的问题：①根据《省级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资环

〔2023〕67号）第二十一条规定：“项目

实施方案调整，按照原审批权限和程序审

批。未经批准，各地各单位不得擅自调整

项目和资金预算。”以及《省级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陕财办资

环〔2020〕70号）第二十条规定：“市县

项目由各市（区）归口主管部门会同财政

部门报省级归口主管部门和省财政厅同

意后予以调整。”汉中市林业局经过局党

组（扩大）会议决定将 154万元省级项目

资金中的 30万元拨付至南郑区（10万元）

和城固县（20万元），用作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支出，该项目资金调整仅通过市林业

局局党组（扩大）会议商讨，并以电话形

式向省林业厅报备，并未履行书面审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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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序，评价组未获取到调整资金用途请示、

批复以及电话反馈记录等文件，扣 0.6分；

②根据《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

（2022）》中疫木处理要求：“在防火期

内和可能存在火灾隐患的区域，要在严格

遵守当地森林防火有关要求的前提下，采

取烧毁处理”，根据西乡县森林防火要求，

施工单位需按程序办理（备案）野外生产

用火手续，评价组未获取到西乡县林业局

野外用火批复，扣 0.6分；③本次绩效评

价共涉及 11个项目，其中 7个项目具有

绩效自评资料，4个项目未提供绩效自评

资料（包括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建设项

目、西乡县及略阳县湿地监测保护项目、

略阳县野猪试点综合防控项目），扣 0.38
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1.58分，

得 1.42分。

政府

采购

合规

性

3

①项目的政府采购流程是否规范；

②政府采购相关资料是否齐全；

③项目是否按照要求签订合同或协议；

④合同或协议内容各要素是否明确、清晰、

2.25

评价组根据资料整理复核，2023年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项目中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

由各项目实施单位编制采购预算并填报

政府采购项目备案书，经过各市（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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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合理、完整。

以上各项各占 1/4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口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同意后，进行意向

公开以及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并将中

标结果进行公示，公示后与各施工单位签

订了施工合同。采购流程规范，采购相关

资料齐全并按照要求签订了合同或协议。

存在的问题：部分项目单位合同订立不规

范。例如：留坝县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三

年绩效承包项目作业合同未明确计划除

治数量以及单价；勉县松材线虫病疫木除

治项目合同未明确合同金额，合同要素不

完整，扣 0.75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0.75分，

得 2.25分。

产出
产出

数量

松材

线虫

病防

控隔

离带

项目

建设

完成

率

2

汉中市林业局负责实施的松材线虫病防控

隔离带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包括：

①飞机有效防治面积 7.4万亩；

②使用白僵菌农药每亩 40g，噻虫啉农药每

亩 80g，尿素每亩 10g，兑水成 500g混合液。

达到以上目标值得满分，任意一项未达到不

得分。

2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以及资料收集，汉中

市林业局负责实施的松材线虫病防控隔

离带项目已完成，2023年应完成飞机有效

防治作业面积 7.4万亩，实际完成 7.42万
亩；应使用药剂 3%噻虫啉 80g/亩，实际

共使用（7.42×10000×80/1000=）5936
公斤；应使用 300亿/白僵菌 40g/亩，实际

共使用（7.42×10000×40/1000=）2968
公斤；应使用尿素 10g/亩，实际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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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7.42×10000×10/1000=）742公斤，均

达到计划标准，此项得满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秦岭

湿地

监测

保护

项目

完成

率

3

①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陕

西汉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西乡段 2023年
秦岭湿地保护恢复示范推广项目是否按照

计划完成，包括：a.湿地植被恢复提升，清

理 201亩范围内的杂草、弱势树木，恢复提

升湿地植被 157.8亩（芦苇 9.8亩，垂柳 148
亩）；b.建设一个 374平方米的生物塘，铺

设石子巡护道路 360平方米，在巡护道路周

边栽植观赏性植被 555平方米；c.新建巡护

道路 392米，宽 1.5米，面积 588平方米。

②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略

阳县嘉陵江小微湿地保护监测项目是否按

照计划完成，包括：a.湿地植被恢复提升，

栽植植物 32.25亩；b.建设配套设施，导引

牌 3个、警示牌 7面、监控 2套、生态垃圾

桶 2个、宣教音响 3个。

以上各项各占 1/2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3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以及资料收集，秦岭

湿地监测保护项目共 2个，均已完成。包

括：①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

的陕西汉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西乡段

2023年秦岭湿地保护恢复示范推广项目

应完成 a.恢复提升湿地植被 157.8亩（垂

柳 148亩，芦苇 9.8亩），已按照计划完

成；b.购置安装多功能科普宣传牌 8个，

印发宣传资料 5000份，已按照计划完成；

c.建设 374平方米的生物塘，铺设巡护道

路 360平方米，在巡护道路周边栽植观赏

性植被 555平方米，已按照计划完成；d.
新建巡护道路 392米，宽 1.5米，面积 588
平方米，已按照计划完成；②略阳县秦岭

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略阳县嘉陵江

小微湿地保护监测项目应完成 a.湿地植被

恢复提升，栽植植物 32.25亩，实际因湿

地植被需在春季种植，此项于 2024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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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指标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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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季开工，截至评价期（2024年 6月 30日），

该项目已按照合同规定时间完成；b.建设

配套设施，导引牌 3个、警示牌 7面、监

控 2套、生态垃圾桶 2个、宣教音响 3个，

已按照计划完成。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3分，扣除 0分，得

3分。

秦岭

松材

线虫

病防

治项

目完

成率

10

①城固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

2023年青松抢救工程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

成，包括：a.枯死松树除治数量为 4000株；

b.药物防治松褐天牛作业面积 12000亩
（6000亩×2次）；c.古柏树修复数量 6株。

②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负责实施的松

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

包括除治疫木 173580株。

③西乡县林业局负责实施的松材线虫病疫

木除治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包括除治疫

木 32288株。

④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枯死

松树“即死即清”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

具体疫木除治完成数量以验收结论数量为

准。

8.57

评价组根据现场访谈以及基础资料收集，

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共 7个，其中 6
个已完成，包括：①城固县计划完成枯死

松树除治 4000株，实际完成 4397株，完

成率 109.93%；计划完成药物防治松褐天

牛面积 12000亩，实际完成 12000亩，完

成率 100%；计划完成古柏树修复 6株，

实际完成 6株，完成率 100%；②洋县计

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 173580株，

实际完成 176009株，完成率 101.40%；③

西乡县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

32288株，实际完成 74120株，完成率

160.69%；④勉县属于非疫区，所完成疫

木除治应为“即死即清”数量，已完成疫

木除治 46534株，完成率 100%；⑤略阳



-53-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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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松

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

包括共除治疫木 28600株。

⑥留坝县林业局负责实施的松材线虫病疫

木除治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包括共除治

疫木 18478株。

⑦佛坪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松

材线虫病疫木及死亡松树除治项目是否按

照计划完成，包括 a.2023年松材线虫病疫木

除治 50563株；b.2023年树干注药 10000支
/瓶。

以上各项各占 1/7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县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 28600
株，实际完成 28667株，完成率 100.23%；

⑥留坝县计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

18478株，实际完成 46000株，完成率

248.94%。

存在的问题：佛坪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计

划完成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 50563株，实

际完成 37430株，完成率 74.03%；未达到

原定计划，扣（1/7）×100%×10=1.43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10分，扣除 1.43分，

得 8.57分。

秦岭

生物

多样

性保

护项

目完

成率

2

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野猪

试点综合防控补助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完成，

包括：

①组建野猪防控专业狩猎队伍，实施护农狩

猎野猪 220头；

②安装红外相机 456部；

③建设电子围栏点 20个。

以上各项各占 1/3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0

根据评价组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略阳县

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野猪试点

综合防控补助项目因资金下达较晚，2023
年未开展，实际于 2024年 4月进行公开

招标，2024年 5月进行结果公告，该项目

合同约定实施期为 1年，截至评价期（2024
年 6月 30日）正在实施。此项不得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2分，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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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质量

秦岭

生态

环境

保护

项目

验收

合格

率

8

验收合格率=（验收合格项目个数/参与验收

项目个数）×100%。

①松材线虫病防控隔离带项目飞防作业质

量要求为：a.根据航迹图，飞防工作未出现

漏喷错喷情况；b.每平方厘米喷药的雾滴数

量不少于 8个。

②秦岭湿地监测保护项目：略阳县要求各货

物按照国家相应货物三包规定执行；西乡县

要求苗木符合国家苗木质量标准，成活率在

95%以上，巡护道路路面质保期为一年。

③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类要求：枯树除

治按照《松材线虫病除治技术方案》（2022
年版）进行施工；药物防治松褐天牛按照各

项目要求飞机喷洒药物的雾滴密度进行验

收。

④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要求：a.设备采

购验收合格；b.针对猎获物中采用无害化方

式处理的应采取焚烧深埋方式方法；c.焚烧

地点应远于居民区 5公里以上；d.深埋坑应

于下风向以及远离各类水源地等区域，并高

于地下水位 1.5米以上，防渗防漏。

各项目占 1/11权重分，项目验收合格则得

8

根据评价组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4个项目已参与验收

且验收合格。包括：城固县、洋县、略阳

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已全部验收

合格，西乡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

2023年计划完成部分已验收合格。

项目验收合格率=（4/4）×100%=100.00%。

该指标得分 8×100%=8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8分，扣除 0分，得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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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产出

时效

秦岭

生态

环境

保护

项目

完成

及时

率

10

完成及时率=（已及时完成项目个数/计划完

成项目个数）×100%。

各项目占 1/11权重分，应于 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验收，若有需跨年完成的项目，

应于 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当年工作计

划并验收，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则得对应分

数，未完成计划的项目不得分。

3.64

评价组根据资料复核，使用 2023年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项目共 11个，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共有 4个项目完

工验收，包括城固县、洋县、略阳县秦岭

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以及西乡县秦岭松

材线虫病防控项目 2023年计划完成部分。

项目完成及时率=（4/11）×100%=36.36%。

该指标得分 10×36.36%=3.64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10分，扣除 6.36分，

得 3.64分。

产出

成本

成本

节约

率

5

成本节约率=（总预算-总支出）/总预算×

100%。成本节约率小于 0%不得分。此项仅

考虑已完工验收项目的成本节约率，未完工

验收项目因未完成支付，无法获知其实际总

支出，不参与此项计算。

5

（写一下单个项目的成本）评价组根据资

金下达文件及各县区项目单位财务支出

资料，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已完

工验收项目共 4项（包括：城固县、洋县、

略阳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以及西

乡县秦岭松材线虫病防控项目 2023年计

划完成部分），其中西乡县秦岭松材线虫

病防控项目为跨年项目，阶段性验收后暂

未支付，因此不纳入计算。已完成项目预

算为 380万元，支出为 379.93万元，各完

成项目均未超出预算，成本节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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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380-379.93）/380×100%=0.02%，此项

得满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5分，扣除 0分，得

5分。

效益

社会

效益

湿地

监测

保护

政策

知晓

率

2

通过问卷调研略阳县及西乡县居民，了解其

实施的湿地监测保护项目科普宣传工作效

益。知晓率达到 85%以上得满分，每降低

1%扣 5%权重分，低于 60%不得分。

2

评价组根据问卷调查反馈，共收集有效问

卷 226份，在“请问您是否了解湿地保护

方面的宣传政策及相关知识？”问题中，

选择“全面了解”的有 170人，选择“基

本了解”的有 41人，选择“了解一些”

的有 15人，选择“不了解”的有 0人。

湿地保护相关知识和政策宣传知晓率为

100%。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生态

效益

松材

线虫

病疫

情情

况减

轻

4

①2023年汉中市林业有害生物成灾面积不

超过 18.39万亩。

②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面积下降。获取并对

比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勉县、略阳县、

留坝县及佛坪县 2022年和 2023年松材线虫

病发生面积。

以上各项各占 1/2权重分，要点①不符合不

得分，要点②中按照各区县实际情况得分，

4

评价组通过梳理各实施单位提供的基础

数据表及现场访谈，2023年汉中市林业有

害生物成灾面积为 11.04万亩，低于《汉

中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责任书》

要求的 18.39万亩。洋县、西乡县、略阳

县、留坝县以及佛坪县 2023年松材线虫

病发生面积较 2022年均有所下降，例如：

洋县 2022年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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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各区县各占要点②1/7权重分，发生面积未

下降不得分。

6469.4亩，2023年为 6320.5亩；西乡县

2022年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为 53431.75
亩，2023年为 49888.2亩。具体各县松材

线虫病发生面积情况见附件 7。根据对项

目单位现场访谈得知城固县和勉县属于

松材线虫病非疫区，不统计发生面积。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4分，扣除 0分，得

4分。

虫情

监测

覆盖

率

2
汉中市各区县虫情监测覆盖率达 100%得满

分，未达到 100%按照比例扣分，低于 90%
不得分。

2

评价组通过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汉中市

各县区项目单位针对松材线虫虫情监测

主要方法为科学设立林区固定监测点和

设置护林员，护林员每天根据所分片区进

行巡山以及虫情观察，每月能完成至少

22.5天的日常监测，虫情监测覆盖率总计

达到 100%，此项得满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保障

湿地

生态

环境

2

①湿地内水体无污染；

②湿地堤岸无损毁现象；

③湿地区域水面垃圾及时处理。

以上各项各占 1/3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2

评价组通过实地调研略阳县嘉陵江小微

湿地保护监测项目，因该项目尚未完成验

收，在进入通道处设有门锁，同时设置摄

像头进行远程监控，有利于保护湿地生态

环境。根据陕西汉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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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西乡段建设项目留存图片资料，湿地内水

体无污染状况，湿地堤岸无损毁现象，湿

地区域水面无垃圾，另外根据陕西汉江湿

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西乡段附近的黄金峡

水域省控断面水质监测数据，此处水质为

III 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相关标准。此项得

满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试点

区野

猪种

群密

度得

到明

显控

制

2
项目实施后野猪种群密度≤1只/km²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
2

评价组通过现场访谈及基础数据表收集，

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负责实施的野

猪试点综合防控补助项目未开工，但略阳

县作为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县，2023
年设置了诱捕笼，同时训练猎犬进行野猪

危害控制，将野猪种群密度控制在 1只
/km²内。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2分，扣除 0分，得

2分。

可持

续影

响

生态

保护

长效

8
①各项目是否建立健全应急预案；

②汉中市林业局是否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工作进行定期普查；

7
评价组通过现场访谈及资料复核，各项目

实施单位及施工单位于签订合同时已依

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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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机制

健全

性

③各项目单位是否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

目进行有效监管；

④各项目单位是否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措施

得到有效执行。

以上各项各占 1/4权重分，符合一项则得对

应分数，否则不得分。

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陕西

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文件，针对各项目建

立健全应急预案；汉中市林业局针对秦岭

松材线虫病每年进行春季、秋季两次普

查；各项目单位通过护林员宣传、宣教音

响播放湿地保护政策、宣传册印发等方式

进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宣传。

存在的问题：警示牌的设立旨在保护自然

环境和群众的安全，评价组在实地调研过

程中未见相关野猪危害警示牌，容易导致

群众在没有适当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进入

相关区域，生态保护设施有待完善。扣除

1分。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8分，扣除 1分，得

7分。

受益

对象

满意

度

居民

满意

度

10
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获取秦岭汉中段居民满

意度。满意度达到 85%得满分，每降低 1%
扣除 5%权重分，低于 60%不得分。

10

评价组根据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统计，汉

中市居民对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工作（包括松材线虫病防治、湿地监测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的满意度为

97.17%，达到目标值，具体满意度调查问

卷分析见附件 6。
综上所述，此项满分 10分，扣除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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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过程

得 10分。

合计 100 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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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价问题清单
问题分类 序号 问题描述 整改建议 项目责任单位 备注

项目决策存在

的问题

1

已编制的绩效目标

仅描述秦岭松材线

虫病及湿地保护项

目的实施后效益及

效果情况，但未描

述实施内容及具体

工作。

建议汉中市财政局、汉中市林业局在下达资金

时，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对绩效目标进行严格

审核，另外对项目单位积极提供绩效目标编报指

导与培训，同时强化沟通与反馈，督促项目实施

单位科学合理编制 2025年度绩效目标。

汉中市财政

局、汉中市林

业局以及各项

目单位

2

部分项目单位在测

算预算时不够精

准，预算编制结果

与实际工作差距较

大。

建议西乡县林业局、留坝县林业局在本次绩效承

包期结束后，预测未来年度疫木伐除数量时，除

了要考虑秋普、春普结果以外，还要收集近几年

松材线虫病疫木数量，疫木分布情况、发病树种

类型等数据，结合目前当地的除治技术与能力、

政策与法规要求等因素进行充分考虑，制定合理

的预测方案。

西乡县林业

局、留坝县林

业局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
1

预算执行率较低，

仅为 63.64%。

建议西乡县林业局、西乡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

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严格按照

西乡县林业

局、西乡县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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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类 序号 问题描述 整改建议 项目责任单位 备注

合同约定进行资金支付。在资金计划下达后，各

项目单位作为资金使用的主体应按照合同要求

及施工进度及时支付当年应付款，防止资金结转

至下年，造成预算资金连年闲置的情况。

巴生态保护中

心、勉县秦巴

生态保护中

心、留坝县林

业局

2
个别项目单位缺少

野外用火批复。

建议西乡县林业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督促施

工单位进行规范化施工，确保施工过程中的每一

个环节都符合规定要求，提前申请野外用火批

复，确保用火安全。同时让施工单位提前做好安

全准备工作，如配备灭火器材、制定应急预案等，

进一步提高用火安全性。

西乡县林业局

3

部分项目单位在签

订合同时缺少标的

物、数量、价格等

必备因素。

建议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留坝县林业局要加

强对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合同管理重

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避免出现合同内容不完

整、必备要素缺失的情况。拟定合同时，需全面

覆盖双方权责、标的详情（含数量、质量）、价

格、履行期及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可参照政府

采购清单，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以确保合同

勉县秦巴生态

保护中心、留

坝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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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类 序号 问题描述 整改建议 项目责任单位 备注

内容的完整与准确。

资金管理存在

的问题

1

个别项目单位未针

对专项资金设立专

账管理。

建议洋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一是要强化人员

学习、培训和教育，组织单位领导、科室负责人、

财务人员认真学习省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学习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知识，

切实提高业务能力，严格执行政策法规；二是要

对专项资金实行分账核算和管理，按照申报的项

目名称设置项目资金明细账。名称相同但实施内

容不同的项目，要按照不同的项目内容分别设置

项目资金明细账，确保每一笔资金的用途和流向

都能得到明确的记录和追踪。

洋县森林病虫

防治检疫站

2

个别项目单位缺少

调整资金用途请示

等文件。

建议汉中市林业局一是要严格执行省级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若因客观原因确

需调整资金用途的，应商市财政局并上报省林业

厅、省财政厅审批同意后进行调整，同时提高工

作人员对资金管理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确保

按规范流程和要求进行资金申请和执行；二是建

立资金用途调整申请与批复文件的存档制度，利

汉中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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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类 序号 问题描述 整改建议 项目责任单位 备注

用信息技术手段，将调整资金的申请、审批、执

行等文件资料及时归类存档，确保文件的完整性

和可追溯性。

项目产出存在

的问题
1

部分项目进度滞

后，多为完工未验

收项目或未完工项

目。

建议略阳县秦岭生态保护中心在资金计划下达

后，及时评估项目申报书及实施方案，了解其实

施效果、存在的问题等。基于评估结果，设定明

确的调整目标，如提高实施效率、降低成本等并

制定调整与优化措施。根据调整与优化措施，明

确各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任务分工，争取在合适的

季节进行相应工程的开工建设。

针对已完工未验收项目，建议西乡县秦巴生态保

护中心、勉县秦巴生态保护中心、略阳县秦岭生

态保护中心在项目接近完工阶段，就开始归类整

理项目过程中的资料，确保这些资料齐全、准确，

方便验收人员查阅，提前通知相关部门或人员进

行验收，确保验收人员能够及时参与，避免因为

人员安排不周而延误验收时间。若涉及多个部门

和人员的联合验收，则要加强沟通与协调，确保

西乡县林业

局、西乡县秦

巴生态保护中

心、勉县秦巴

生态保护中

心、略阳县秦

岭生态保护中

心、留坝县林

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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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类 序号 问题描述 整改建议 项目责任单位 备注

各个环节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因为纠纷而延迟验

收的问题。

项目效益存在

的问题
1

生物多样性项目生

态保护措施不够到

位。未对野猪进行

专项调查及监测，

无法依据其活动范

围进行精准防控。

建议加快野猪试点综合防控项目的建设，尽快设

置监测设备，组建专业狩猎队，对野猪活动范围

进行精准把控，以便更好地防治野猪危害，同时

在野猪活跃范围周边设立野猪危害警示牌，以防

群众误入其活动范围，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

略阳县秦岭生

态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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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预
算批复版)1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汉中市财政局、汉中

市林业局
实施期限 2023年

资

金

金

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354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5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54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2023）

秦岭地区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得到提升；秦岭区域湿地保护能力提升，湿地监

测体系初步建立。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秦岭区域小微湿地

保护监测点建设

（个）

≥2

飞防松林面积（万

亩）
≥5.9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85%

时效指标 项目当年完成率 ≥80%

成本指标

松材线虫病隔离带

飞防成本不超过（元

/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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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湿地保护监测

点建设成本不超过

（万元/个）

120

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秦岭森林生态安全

保护水平是否提升

（是/否）

是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临时就业岗位

（个）
≥5.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项目实施区域周边

群众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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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预
算批复版)2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有关县财政

局、林业局
实施期限 2023年

资

金

金

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310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1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31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310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秦岭地区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得到提升，松材线虫病快速扩散蔓延态势得到初

步遏制；秦岭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有所提升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区数

量（个）
1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点数

量（个）
1

松材线虫病防控面积（万

亩）
≥11.8

质量指标
松材线虫病疫区疫点拔

除目标完成率
≥80%

时效指标 项目当年完成率 ≥80%

成本指标 严格按预算执行
控制在预算

内

效益
生态效益指

标

秦岭森林生态安全保护

水平提升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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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指

标
提供临时就业岗位（个） ≥4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区周边群众满

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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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预
算批复版)3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汉中市财政局、汉中

市林业局
实施期限 1年

资

金

金

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0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00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2024）

在汉中市略阳县开展野猪危害综合试点，通过野猪资源调查、组建野猪防控专

业狩猎队伍、设置隔离防护、安装监测设备、制作狩猎设备捕猎等措施，防止

野猪的大规模危害。

年

度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野猪危害综合试点

数量（个）
≥1

质量指标
野猪危害综合防治

率（%）
≥80%

时效指标
当期任务完成率

（%）
≥90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总成本

（万元）
≤300

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试点区野猪种群数

量得到明显控制

（是/否）

是

社会效益指标
创造临时就业岗位

数量（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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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项目实施区域周边

群众满意度
≥85%



-72-

附件 3-2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梳
理规范版）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主管部门 汉中市林业局 实施期限 1年
资

金

金

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64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86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86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864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1）秦岭地区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得到

提升，松材线虫病快速扩散蔓延态势得

到初步遏制；

（2）秦岭区域湿地保护能力提升，湿地

监测体系初步建立；

（3）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有所

提升；

（4）在略阳县开展野猪危害综合试点，

防止野猪的大规模危害，秦岭区域重点

野生动植物监测体系初步建立。

（1）秦岭地区松材线虫病防控能力得

到提升，松材线虫病快速扩散蔓延态

势得到初步遏制；

（2）秦岭区域湿地保护能力提升，湿

地监测体系初步建立；

（3）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有

所提升；

（4）在略阳县开展野猪危害综合试

点，防止野猪的大规模危害，秦岭区

域重点野生动植物监测体系初步建

立。

年

度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

区数量（个）
1

拔除松材线虫病疫

点数量（个）
4

松材线虫病防控面

积（万亩）
11.8

飞防松林面积（万

亩）
5.9

秦岭区域小微湿地

保护监测点建设

（个）

2

野猪危害综合试点

数量（个）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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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病疫区疫

点拔除目标完成率
≥85%

时效指标
项目当年完成率

（%）
≥85%

成本指标

地方公益林生态效

益补偿成本（元/亩）
5

松材线虫病隔离带

飞防成本不超过（元
/亩）

≤2000

小微湿地保护监测

点建设成本不超过

（万元/个）

≤120

野猪危害综合项目

实施总成本（万元）
≤500

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

试点区野猪种群数

量得到明显控制（是

/否）

是

项目区自然生态系

统得到有效保护（是

/否）

是

项目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水平提高（是/
否）

是

社会效益指标

野猪造成财产损失

明显减少（是/否）
是

创造临时就业岗位

数量（个）
≥48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促使秦岭生态空间

保护治理能力持续

向好（是/否）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项目任务从业人员

和周围群众满意度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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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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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绩效评价调查问卷及分析报告

一、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

（一）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对象为汉中市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勉县、略阳

县、留坝县以及佛坪县城乡居民。

（二）调研内容

1.基本信息

（1）请问您所居住的区域？

2.基本问题

（2）请问您对松材线虫病的危害了解多少？

（3）据您所知，您所在城市对松材线虫病有过新闻报道吗？

（4）请问您是否在身边发现过感染松材线虫病的松树？

（5）请问您发现的感染了松材线虫病的松树是否被相关部

门及时伐除并进行了相应处理？

（6）请问您是否了解当地的湿地监测保护项目？

（7）请问您是否了解湿地保护方面的宣传政策及相关知

识？

（8）您从哪些方面了解湿地保护知识？

（9）您日常生活中是否遭受过野猪危害？

（10）在遭受野猪危害后您是否上报了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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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相关部门是否及时提供了相关帮助？

3.满意度问题

（12）您对所在区域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的满意度。

（13）您对所在区域湿地监测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14）您对相关部门进行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满意度。

二、调研方法与抽样方式

（一）调研方法

本次问卷调查向汉中市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勉县、略阳

县、留坝县以及佛坪县城乡居民发放问卷。

（二）抽样方式

针对上述问卷对象开展随机抽样。

三、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为给调研对象创造良好的作答环境、保证调研的科学性和严

谨性，由我司在各县区相关单位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线上方式开

展问卷的发放及收集工作。共计回收 617份有效问卷。

四、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基本信息分析

1.请问您所居住的区域？

在 617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所选居住区域为：城固县

299人，洋县 45人，西乡县 157人，勉县 1人，略阳县 69人，

留坝县 46人。

（二）基本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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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问您对松材线虫病的危害了解多少？

在 617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全面了解”的比例为

68.72%，选“基本了解”的比例为 23.01%，选“了解一些”的

比例为 8.1%，选“不了解”的比例为 0.16%。

3.据您所知，您所在城市对松材线虫病有过新闻报道吗？

在 617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有过”的比例为 69.21%，

选“没有”的比例为 30.79%。

4.请问您是否在身边发现过感染松材线虫病的松树？

在 617 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发现过”的比例为

58.67%，选“没发现过”的比例为 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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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问您发现的感染了松材线虫病的松树是否被相关部门

及时伐除并进行了相应处理？（第 4题选“发现过”的情况下需要

作答）

在 362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是”的比例为 99.17%，

选“否”的比例为 0.83%。

6.请问您是否了解当地的湿地监测保护项目？（西乡县/略阳

县）

在 226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是”的比例为 96.9%，

选“否”的比例为 3.1%。

7.请问您是否了解湿地保护方面的宣传政策及相关知识？

（西乡县/略阳县）

在 226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全面了解”的比例为

75.22%，选“基本了解”的比例为 18.14%，选“了解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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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6.64%，选“不了解”的比例为 0%。

8.您从哪些方面了解湿地保护知识？（西乡县/略阳县）

在 226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广播电视”的比例为

83.63%，选“宣传牌/宣教音响播放相关知识”的比例为 91.59%，

选“湿地保护工作人员”的比例为 91.59%，选“网络/自媒体”

的比例为 83.63%，选“其他渠道”的比例为 62.83%。

9.您日常生活中是否遭受过野猪危害？（略阳县）

在 69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是”的比例为 20.29%，

选“否”的比例为 79.71%。

10.在遭受野猪危害后您是否上报了相关部门？（略阳县）

（第 9题选“是”的情况下需要作答）

在 14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是”的比例为 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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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否”的比例为 7.14%。

11.相关部门是否及时提供了相关帮助？（略阳县）（第 10

题选“是”的情况下需要作答）

在 13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是”的比例为 100%，

选“否”的比例为 0%。

（三）满意度问题分析（满意度问题答案选项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各赋权重为 100%、80%、

60%、40%和 0%。）

12.您对所在区域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的满意度。

在 617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非常满意”的比例为

82.98%，选“满意”的比例为 15.24%，选“一般”的比例为 1.3%，

选“不满意”的比例为 0.16%，选“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 0.32%。

根据结果统计，该项满意度为（ 82.98%× 100%+15.24%×

80%+1.3%×60%+0.16%×40%+0.32%×0%=）96.02%

13.您对所在区域湿地监测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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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6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非常满意”的比例为

93.81%，选“满意”的比例为 5.75%，选“一般”的比例为 0.44%，

选“不满意”的比例为 0%，选“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 0%。

根据结果统计，该项满意度为（ 93.81%× 100%+5.75%×

80%+0.44%×60%=）98.67%

14.您对相关部门进行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满意度。

在 69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对象选“非常满意”的比例为

85.51%，选“满意”的比例为 13.04%，选“一般”的比例为 1.45%，

选“不满意”的比例为 0%，选“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为 0%。

根据结果统计，该项满意度为（ 85.51%× 100%+13.04%×

80%+1.45%×60%=）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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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问题满意度进行平均计算，得出居民对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项目相关工作总体满意度为 97.17%

（四）意见或建议

本次调查在问卷的最后一部分设计了开放式问题，以了解汉

中市城乡居民对汉中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内容的意见

或建议，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与汇总，结果如下所示：

1.建议加大松材线虫病防控力度，开展修复相关工作，争取

多渠道资金投入；

2.建议加大各类防治监测工作宣传力度；

3.建议发挥群众力量，依照“谁经营谁防治”的原则开展防

治工作；

4.建议针对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改变思路，更换不易感染松

材线虫病的树种，或充分利用松木，减少林农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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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3年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基础数据采集表
松材线虫病防治项目基础数据表

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1
城

固

县

青

松

抢

救

2023
年枯

死松

树即

死即

清除

治

（二

期）

项目

城

固

县

秦

巴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除治枯

死松树

400
0株

68
元/株

27.20
万元

2023年
枯死松

树即死

即清除

治（二

期）项

目

4397株
68
元/
株

29.
899
6万
元

洋县新

绿洲产

业发展

有限公

司

砍伐性除

治、焚烧

2023
年 9
月

--202
3年
11月
底

30
万

元

29.
899
6
万

元

是

2023
年 10
月 30
日

是

2023
年 11
月 2
日

松

材

线

虫

病

防

控

2023
年无

人机

防治

松褐

天牛

项目

城

固

县

秦

巴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无人机

防治松

褐天牛

600
0亩
*2
次

70元
/亩*
次

84.00
万元

2023年
无人机

防治松

褐天牛

项目

6000亩*2
次

69.5
元/
亩*
次

83.
48
万

元

陕西万

绿益鑫

农林科

技有限

公司

无人机喷

洒药物防

治

2023
年 6
月

--202
3年 8
月

84
万

元

83.
48
万

元

是

2023
年 7
月 30
日

是

2023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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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2
洋

县

松

材

线

虫

病

防

治

秦岭

青松

抢救

工程

洋

县

森

防

站

疫木除

治

260
00

60元
/株

160
万

疫木除

治
26000

60
元/
株

160
万

1、洋县

川美林

业发展

有限公

司 2、洋
县万耀

盛亨建

筑工程

有限公

司 3、陕
西梓权

市政公

司 4、汉
中双逸

晨绿化

公司 5、
陕西秦

邦公司

6、洋县

博远劳

务公司

陕西万林绿洲

公司
疫木除治

2023
年

16
0
万

160
万

0 是
2023.
1

是
2023.
1

3
西

乡

县

松

材

线

虫

病

防

控

西乡

县松

材线

虫病

疫木

除治

三年

绩效

承包

采购

服务

项目

(2022
年 12
月

-2025
年 6
月)

西

乡

县

林

业

局

项目区

松材线

虫病死

及其他

原因死

亡松树

除治

三

年

绩

效

承

包

制

三年

绩效

承包

制

50万
元

2022年
冬

-2023
年春松

材线虫

病死及

其他原

因死亡

松树集

中除治

7050株

三年

绩效

承包

制

50
万

元

汉中市

古月晴

农业开

发有限

公司；

陕西鼎

盛景逸

园林绿

化工程

有限公

司；汉

中富林

生态农

林开发

有限公

司；陕

西瀚海

华景苗

陕西凯贤坤实

业有限公司

按照《松

材线虫病

防治技术

方案

（2022年
版）》，

对项目区

内枯死松

树进行除

治

2023.
10-20
24.9

50
万

元

0
万

元

50
万

元

否

计划

2024
年 9
月完

工

否

计划

2024
年 10
月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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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木园艺

有限公

司；陕

西大巴

山茶业

有限公

司；西

乡广汇

均拓工

程有限

责任公

司；汉

中市润

景景观

园林设

计有限

公司；

陕西朝

夕农林

科技有

限责任

公司

青

松

抢

救

工

程

西乡

县松

材线

虫病

疫木

除治

三年

绩效

承包

采购

服务

项目

(2022
年 12
月

-2025
年 6

西

乡

县

林

业

局

项目区

松材线

虫病死

及其他

原因死

亡松树

除治

三

年

绩

效

承

包

制

三年

绩效

承包

制

80万
元

2022年
冬

-2023
年春松

材线虫

病死及

其他原

因死亡

松树集

中除治

11270 株

三年

绩效

承包

制

80
万

元

汉中市

古月晴

农业开

发有限

公司；

陕西鼎

盛景逸

园林绿

化工程

有限公

司；汉

中富林

生态农

林开发

有限公

司；陕

西瀚海

陕西凯贤坤实

业有限公司

按照《松

材线虫病

防治技术

方案

（2022年
版）》，

对项目区

内枯死松

树进行除

治

2023.
10-20
24.9

80
万

元

0
万

元

80
万

元

否

计划

2024
年 9
月完

工

否

计划

2024
年 10
月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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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月) 华景苗

木园艺

有限公

司；陕

西大巴

山茶业

有限公

司；西

乡广汇

均拓工

程有限

责任公

司；汉

中市润

景景观

园林设

计有限

公司；

陕西朝

夕农林

科技有

限责任

公司

4 勉

县

省

级

秦

岭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松

材

线

虫

病

防

2023
年枯

死松

树

“即

死即

清”

除治

项目

勉

县

秦

巴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完成主

要交通

沿线枯

死松树

清理除

治

4.1
6万
株

120
元/株

500
万元

完成主

要交通

沿线枯

死松树

“即死

即清”

除治

4.65万株

110
元/
株

545
.3
万

元

陕西漾

河实业

有限公

司、陕

西汉水

军山生

态科技

有限公

司

陕西凯贤坤实

业有限公司

对枯死松

树砍伐，

集中就地

焚烧，伐

桩放置磷

化铝并用

塑料薄膜

包扎处理

2023
年 4
月-9
月

50
0
万

元

220
.43
2
万

元

27
9.
56
8
万

元

是

2023
年 9
月

否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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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控

奖

补

资

金

5
略

阳

县

松材

线虫

病疫

木

“即

死即

清”

和冬

季集

中除

治

略

阳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对县域

内疫点

镇

（街）、

林场和

省际交

界处枯

死松树

开展

“即死

即清”

除治

320
90
株

85元
/株
（含

第三

方监

理 5
元/
株）

270.1
万元

对县域

内疫点

镇

（街）、

林场和

省际交

界处枯

死松树

开展

“即死

即清”

除治

32090 株

85
元/
株

（含

第三

方监

理 5
元/
株）

270
.1
万

元

略阳金

青林业

发展有

限责任

公司

陕西凯贤坤公

司

对县域内

疫点镇

（街）、

林场和省

际交界处

枯死松树

开展“即

死即清”

除治

2023
年 4
月

-2024
年 5
月

27
2.7
65
万

元

270
.1
万

元

0 是

2024
年 4
月

是

2024
年 5
月

6
留

坝

县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留坝

县松

材线

虫病

疫木

除治

三年

绩效

承包

项目

留

坝

县

林

业

局

对武关

驿镇、

马道

镇、青

桥驿镇

枯死、

濒死、

密接疫

木，按

照《松

材线虫

病防治

技术方

案

（2022
版）》

技术标

准开展

绩

效

承

包

/
255
万元

对武关

驿镇、

马道

镇、青

桥驿镇

枯死、

濒死、

密接疫

木，按

照《松

材线虫

病防治

技术方

案

（2022
版）》

技术标

准开展

疫木伐除

4.6万株
/

254
.33
5

陕西农

道林生

态工程

有限公

司、汉

中森拓

农林发

展有限

公司

陕西万林绿洲

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疫木伐除

4.6万株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8
月 30
日

0
27
0

否
2024.
8.30

否

1、中

央财

政有

害生

物防

控松

材线

虫病

防控

150万
元，2、
省级

秦岭

生态

专项

青松

抢救

松材



-90-

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疫木伐

除、伐

桩处

理、疫

木及枝

梢、树

皮的销

毁，严

禁买

卖、丢

弃、深

埋、使

用或放

任群众

捡拾。

疫木伐

除、伐

桩处

理、疫

木及枝

梢、树

皮的销

毁，严

禁买

卖、丢

弃、深

埋、使

用或放

任群众

捡拾。

即死即

清。

线虫

病防

控项

目 120
万元，

2笔资

金打

捆招

标

7
佛

坪

县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491
1

56.83 2790
92.25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1953
279
092
.25

佛坪县

左山建

筑劳务

工程服

务中心

陕西万林绿洲

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27
90
92.
25

226
164

52
92
8.
25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313
9

55.85 1753
12.5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4597
175
312
.5

洋县万

耀盛亨

建筑工

程有限

公司

陕西万林绿洲

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17
53
12.
5

142
065

33
24
7.
5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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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保

护

中

心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548
1 52.56

2880
96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1333
288
096

汉中市

恒欣园

艺有限

公司

陕西万林绿洲

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28
80
96

233
59

54
63
7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682
4 58.93

4021
43.04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1912
402
143
.04

佛坪县

林顺林

果苗木

繁育专

业合作

社

陕西万林绿洲

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40
21
43.
04

325
877

76
26
6.
04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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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154
0

57.47 8850
0.77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3119
885
00.
77

汉中晨

宇信安

建筑劳

务有限

公司

陕西万林绿洲

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88
50
0.7
7

717
17

16
78
3.
77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247
0

58.13
1435
82.4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1747
143
582
.4

汉中宏

寿源农

林发展

有限公

司

陕西万绿益鑫

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14
35
82.
4

116
353

27
22
9.
4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610
7

58.47
3570
85.8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5843
357
085
.8

佛坪林

鑫农林

生态发

展有限

公司

陕西万绿益鑫

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35
70
85.
8

289
365

67
72
0.
8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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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绩效

承包

工程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695
5

76.87 5346
08.1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6994
534
608
.1

汉中瑞

泰恒源

农林发

展有限

责任公

司

陕西万绿益鑫

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53
46
08.
1

433
221

10
13
87
.1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902
8

75.85
6847
92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8295
684
792

佛坪县

是世财

绿化发

展有限

责任公

司

陕西万绿益鑫

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68
47
92

554
923

12
98
69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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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松

材

线

虫

病

除

治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410
8

58.81 2415
69.45

松材线

虫病除

治

1637
241
569
.45

佛坪县

福百弘

农林发

展有限

公司

陕西万绿益鑫

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松材线虫

病除治

2023
年 4
－11
月

24
15
69.
45

195
756

45
81
3.
45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悬

挂

诱

捕

器。

树

干

注

药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悬挂诱

捕器。

树干注

药

200
+10
000

3501
00

悬挂诱

捕器。

树干注

药

200+1000
0

350
100

陕西美

都生态

科技有

限公司

陕西万绿益鑫

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悬挂诱捕

器。树干

注药

2023
年 4
－11
月

35
01
00

283
705

66
39
5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2023
年 11
－12
月

现

场

监

理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现场监

理

1877
66

现场监

理

187
766

陕西万

林绿洲

生态科

技有限

公司

现场监理

2023
年 4
－11
月

18
77
66

134
348
.83

53
41
7.
17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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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

区

项

目

类

别

项目

名称

实

施

单

位

2023年计划完成工作内容 2023年实际完成工作内容
施工单

位
监理单位 施工内容

施工

时间

预

算

资

金

支

付

资

金

结

余

资

金

是

否

完

工

完工

时间

是

否

验

收

验收

时间
备注

内容
数

量
单价 总价 内容 数量 单价

总

价

绩效

承包

工程

现

场

监

理

佛坪

县

2023
－

2025
年松

材线

虫病

防治

项目

三年

绩效

承包

工程

佛

坪

县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现场监

理

2461
05

现场监

理

246
105

陕西万

绿益鑫

农林科

技有限

公司

现场监理

2023
年 4
－11
月

24
61
05

176
095

70
01
0

是

2023
年 11
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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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其他基础数据

序

号
县区

松材线虫病疫木数量 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略阳县野猪种群密度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1 市林业局 8.68‰ 8.68‰
2 城固县 3500 66351 - - 2.49‰ 2.32‰

3 洋县 19658株 13461株 6469.4亩
6320.5
亩

2.3‰ 2.2‰

4 西乡县

（2022.12-2023.9）
74120株（其中病

死 21557株，其他

原因死亡 52563
株）

（2023.10-2024.9）
31357株（其中病

死 16491株，其他

原因死亡 14866
株）

53431.75
亩

49888.2
亩

5 勉县 - - - -

6 略阳县 49970株 32090株 9714亩 8400亩
4953±364

头

4570±364
头

7 留坝县 11120株 17000株 5688亩 5688亩
8 佛坪县 85341 37430 73427.39 21459

备注：对项目单位现场访谈得知城固县和勉县属于松材线虫病非疫区，不统计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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