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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做

好 2023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及其他事业发展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

通知》精神, 根据 《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粤财农[2018]322号 ),为进一步加强我场生态公益林效益补

偿资金的管理,保障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对象的合法权益,加强我场

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管理,保障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对象的合

法权益,现将 ⒛22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绩效自评情

况报告如下 :

一、基本情况

(一 )项 目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提前下达 ⒛22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

效益资金的通知》(粤财资环[2021]136号 )和 《清远市财政局关于

下达 ⒛22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通知》(清财资环

[2O22]6号 )文件精神,⒛22年 ,清远市财政下达清远市杨梅林场省

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共 228.1万 元。

绩效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总目标,以改善林场生态和民生为总任务 ,

以发展生态经济型林业为基础,以提高天然林质量效益为中心,以创

新工程建设机制、体制为动力,以营造天然屏障、防风固沙和水土保

持林为重点,进一步释放天然林活力,持续推进天然林结构优化、退

化林分生态修复工作,完善天然林体系,提升天然林综合功能,把体

系建设与保护、发展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兴林富民,推动全场生态林业和民

生林业健康发展。

(二 )绩效目标下达情况



根据 《关于提前下达 ⒛22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资金的通

知》(粤财资环[2021]136号 )和 《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⒛22年省

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通知》(清财资环[2022]6号 )文 ,

2O22年上级下达林场绩效目标 5.83万亩省级以上生态公益管护任务。

二、绩效指标分析情况

(一 )资金分配决策过程情况

1、 资金分配决策过程情况

根据下达资金及下达的绩效指标情况合理分配资金。

2、 预算绩效目标设计及下达情况

清远市林场 ⒛22年省级以上级生态公益林绩效目标为 5.83万

亩,绩效总体目标是对清远市杨梅林场辖区省级以上级生态公益林进

行管护,建立管护机制,加强护林员管理及培训强化监督管理,明确

各级防火责任。加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火队伍建设。促进省级以

上级生态公益林护工作正常开展,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和提高。

(二 )资金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 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⒛22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资金的通知》

(粤财资环 [2O21]136号 )和 《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⒛22年省级

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通知》(清财资环 [2O22]6号 )文 ,

我场省级以上级生态林效益补偿资金 228。 l万元已及时全部下达到

林场帐户,到位率 10O0/0。



2、 资金执行情况

⒛22年省级以上级生态林效益补偿资金 228,l万元,用于林场

管护省级以上生态林专职管护护林员工资发放、林农的效益及购置防

火设备,资金实际使用及进度能严格按照预算执行,执行率 10隅。

3、 资金管理机制创新、组织实施情况

我场省级以上生态林效益补偿资金实行专帐管理,专款专用,坚绝

杜绝截留、挤占,挪用,滞留等情况发生。林场成立了领导小组,负

责督促、跟踪落实 ⒛22年省级以上生态林效益补偿资金使用进度落

实到位。

项目资金开支符合项目规定的用途,资金使用过程中能保障会计

核算准确,账务资料完整。

4、 任务计划、绩效目标报送情况

无。

(三 )资金实际产出情况分析

1、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清远市杨梅林场省级以上生态林面积 5.83万亩,管护完 5.83万

亩,完成任务的 10隅。

2、 项目完成质量

通过 自查,各项目在绩效目标设定、方案制定报送、管理制度

建设、资金拨付进度、管理机制创新、有效管理措施、部门协作以及

相关保障措施等方面均能按相关规程实施,全面完成工程建设的预期



质量目标 ,

3、 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共完成补贴 5.83万亩,兑现率 10O0/o

4、 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平均补偿标准比上一年度提升 1元/亩 ,实现较上年有所提升。

(四 )政策实施效果情况分枥。

l、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的实施保护了林场广大职工的生存环境,改善林场广大职工

的居住环境,有益于身心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同时使林农

的收益权得到了保证,调动了林农爱林护林的积极性,促进了林区的

发展;另外,以森林为主的生态防护系统,是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

害的重要基础,加强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的保护,为森林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奠定了基础,对调节气候、减少自热灾害的发生起到一定作用 ,

保障当地民众的安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2、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的有效实施,保护了我场森林资源、提升森林质量,生态环

境、林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得到了增强,自 然灾害发生频率

和强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通过项目的建设,有效控制森林火灾、

森林病虫害的发生率,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能够及时有效制止,对

保障森林安全起到显著作用。提高森林覆盖率,产生涵养水源、保土

保肥、防止水土流失、保护野生动物等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显著。



3、 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的长期有效实施,有力地保证了林场的稳定和发展,对提高森

林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形成具有森林可持续的特色林业,努力推

动林场生态建设、民生改善和经营稳健协调可持续发展。

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⒛22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项目的实施,林场干部职工

及林农较满意,觉得项目的实施公平合理,对项目建设质量、效果满

意,林场的满意度为 10隅。

三、综合自评情况及自评结论

省级以上生态林效益补偿项目能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贯彻执

行,预算执行、组织实施、数量、质量等各项指标能按要求完成,林

场综合绩效自评为优良。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任务计划落实、资金使用及绩效管理方面 )、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 )主要经验及做法

严格按照下达资金文件要求及精神完成。

(二 )存在问题及建议

建议上级部门能提高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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