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青浦区2022年区级单位预算

预算单位：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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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要职能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承担粮油、蔬菜、经济作物、农业机械技术服务，农田环境管理、农
作物有害生物测报、综合治理、农民科技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业产业发展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等职能。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机构设置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设8个内设机构，包括：粮油种子科、园艺科、植物保护和土壤肥料科、蔬菜科、农业机械科、

农业产业信息科、农业人才科、办公室。



名词解释

    一、收入名词
    财政拨款收入：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财政专项资金，指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开设的财政专户取得的经费拨款。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指从非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拨款，包括从同级政府其他部门取得的横向转拨财政款、从上级或下级政
府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拨款等。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财政专项资金”、“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等以
外的收入。
    二、支出名词
    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
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出之
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
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
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
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2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2022年，本单位收入预算18,595.76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302.81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内部职能划分导致项目变动；政
府性基金拨款收入预算0.00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减少4,598.3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预算0.00万元，与上年执行数持平，其
中：财政拨款收入18,595.76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302.81万元，主要原因机构改革，内部职能划分导致项目变动；政府性基金拨款
收入预算0.00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减少4,598.3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预算0.00万元，与上年执行数持平。

    2022年，预算支出总额为18,595.7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8,595.76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
算18,595.76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302.81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内部职能划分导致项目变动；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00
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减少4,598.3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00万元，与上年执行数持平。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428.51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退休职工福利。

    2. “卫生健康支出”科目165.17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 “节能环保支出”科目540.00万元，主要用于秸秆综合利用补贴。

    4. “农林水支出”科目17351.97万元，主要用于项目经费、公用支出、在职职工工资福利等。

    5.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110.11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费。



单位：元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财政拨款收入 185,957,678.00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1. 一般公共预算 185,957,678.00 九、卫生健康支出 1,651,733.00 1,651,733.00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十、节能环保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十二、农林水支出 173,519,720.00 17,934,920.00 4,506,923.00 151,077,877.00

二、事业收入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五、财政专项资金

六、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七、自筹资金

收入总计 185,957,678.00 支出总计 185,957,678.00 24,972,878.00 4,506,923.00 156,477,877.00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项目支出

2022年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预算数

基本支出项目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09,680.00 509,6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516,927.00 2,516,927.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58,463.00 1,258,463.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51,733.00 1,651,733.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51,733.00 1,651,733.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51,733.00 1,651,733.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211 11 污染减排 5,400,000.00 5,400,000.00

211 11 03 减排专项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173,519,720.00 173,519,720.00

213 01 农业农村 82,404,920.00 82,404,920.00

213 01 04 事业运行 22,441,843.00 22,441,843.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8,165,700.00 8,165,700.00

213 01 08 病虫害控制 168,000.00 168,00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51,629,377.00 51,629,377.00

213 07 农村综合改革 91,114,800.00 91,114,800.00

213 07 01 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 91,114,800.00 91,114,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其他收入 财政专项资金
非同级财政拨

款收入
自筹资金

2022年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01,155.00 1,101,155.00

185,957,678.00 185,957,678.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09,680.00 509,6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516,927.00 2,516,927.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58,463.00 1,258,463.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51,733.00 1,651,733.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51,733.00 1,651,733.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51,733.00 1,651,733.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211 11 污染减排 5,400,000.00 5,400,000.00

211 11 03 减排专项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173,519,720.00 22,441,843.00 151,077,877.00

213 01 农业农村 82,404,920.00 22,441,843.00 59,963,077.00

213 01 04 事业运行 22,441,843.00 22,441,843.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8,165,700.00 8,165,700.00

2022年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3 01 08 病虫害控制 168,000.00 168,00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51,629,377.00 51,629,377.00

213 07 农村综合改革 91,114,800.00 91,114,800.00

213 07 01 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 91,114,800.00 91,114,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01,155.00 1,101,155.00

185,957,678.00 29,479,801.00 156,477,877.00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185,957,678.00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九、卫生健康支出 1,651,733.00 1,651,733.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十、节能环保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十二、农林水支出 173,519,720.00 173,519,720.00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收入总计 185,957,678.00 支出总计 185,957,678.00 185,957,678.00

2022年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285,070.00 4,285,07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09,680.00 509,6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516,927.00 2,516,927.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58,463.00 1,258,463.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51,733.00 1,651,733.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51,733.00 1,651,733.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51,733.00 1,651,733.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211 11 污染减排 5,400,000.00 5,400,000.00

211 11 03 减排专项支出 5,400,000.00 5,400,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173,519,720.00 22,441,843.00 151,077,877.00

213 01 农业农村 82,404,920.00 22,441,843.00 59,963,077.00

2022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3 01 04 事业运行 22,441,843.00 22,441,843.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8,165,700.00 8,165,700.00

213 01 08 病虫害控制 168,000.00 168,00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51,629,377.00 51,629,377.00

213 07 农村综合改革 91,114,800.00 91,114,800.00

213 07 01 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 91,114,800.00 91,114,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01,155.00 1,101,155.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01,155.00 1,101,155.00

185,957,678.00 29,479,801.00 156,477,877.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2年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2022年单位政府性基金无预算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2年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2022年单位国有资本经营无预算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4,457,218.00 24,457,218.00

301 01 基本工资 3,695,544.00 3,695,544.00

02 津贴补贴 797,400.00 797,400.00

06 伙食补助费 485,520.00 485,520.00

07 绩效工资 11,237,850.00 11,237,850.00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516,927.00 2,516,927.00

09 职业年金缴费 1,258,463.00 1,258,463.00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651,733.00 1,651,733.00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53,822.00 153,822.00

13 住房公积金 1,101,155.00 1,101,155.00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558,804.00 1,558,804.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484,283.00 4,484,283.00

302 01 办公费 395,160.00 395,160.00

04 手续费 1,200.00 1,200.00

05 水费 15,000.00 15,000.00

06 电费 180,000.00 180,000.00

07 邮电费 110,000.00 110,000.00

09 物业管理费 956,107.00 956,107.00

11 差旅费 170,000.00 170,000.00

13 维修（护）费 300,000.00 300,000.00

15 会议费 15,000.00 15,000.00

16 培训费 45,000.00 45,000.00

17 公务接待费 45,000.00 45,000.00

2022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18 专用材料费 50,000.00 50,000.00

26 劳务费 60,000.00 60,000.00

27 委托业务费 700,000.00 700,000.00

28 工会经费 314,616.00 314,616.00

29 福利费 367,200.00 367,200.00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0,000.00 70,000.00

39 其他交通费用 665,000.00 665,000.00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5,000.00 25,0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15,660.00 515,660.00

303 01 离休费 103,760.00 103,760.00

02 退休费 405,920.00 405,920.00

05 生活补助 3,480.00 3,480.00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500.00 2,500.00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22,640.00 22,64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22,640.00 22,640.00

29,479,801.00 24,972,878.00 4,506,923.00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1.5 4.5 7 7

2022年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2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1.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3.5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3.5万元，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机构
改革，本单位吸收2家事业单位，增加车辆1部。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
平；公务用车运行费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3.5万元，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本单
位吸收2家事业单位，增加车辆1部。
   （三）公务接待费4.5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1029.1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933.49万元、政府
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95.61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3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6536.31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8月31日，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单位）共有车辆1辆，其
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
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1辆；单价100万元
（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3台（套）。
     2022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
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
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
0台（套）。

 



农业绿色生产发展专项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2、对本区辖区内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初加工为目的，符合本市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
补贴对象、范围和标准的购机单位，按照规范购机程序后，财政予以享受农机购置补贴。3
、根据《关于持续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19】8号）和《
关于加快推进本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青农委【2019】92号），对开展水稻
、油菜秸秆还田的本市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业给予补贴。4、开展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项目（即高素质农民培训），使培训对象的农业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均
有所提升，培训产生可持续影响力，培训对象的培训满意度≥90%。5、对本区范围内从事蔬
菜常年约束性任务的蔬菜种植生产的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其他农
业经营组织，按照蔬菜实际种植面积，给予50元/亩蔬菜补贴农药物化补贴。
 二、立项依据
 1-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为进一步推进本区农业机械化进程，加
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3、鼓励废弃物综合利用，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开展水稻、油菜秸秆还田的本市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
业给予补贴。 4、培训项目开展所需经费 5、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
有关管理细则的通知》（沪农委规[2021]8号），完成4.1万亩约束性蔬菜种植面积蔬菜农资
补贴。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2、项目自成立以来有效提高农民作业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本区农业规模化经
营、生产机械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3、对开展水稻、油菜秸秆还田的本市农机户、农机
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业给予补贴50元/亩，其中，市财政30元/亩、区财政20元/亩。水稻
、油菜秸秆离田利用300元/吨，其中，市财政240元/吨，区财政60元/吨。茭白秸秆离田利
用25元/吨，其中，市财政20元/吨，区财政5元/吨。4、区农业农村委落实管理职能，区农
技中心负责开展培训全过程的教学管理和督导。根据高素质农民培育补助标准，人均1000元
。项目经费支出按照《青浦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农业从业人员培训资金管理细则》执行。
5、自项目实施以来，高效低毒低残留推荐补贴农药逐年提高，本区地产蔬菜质量安全稳步
提升，未发生蔬菜质量安全事故。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共计项目资金5334.2775万元主要水稻农药补贴、水稻良种补贴、绿肥种子补贴、农
机购置补贴、秸秆综合利用补贴等。
 七、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总目标:开展水稻、茭白秸秆的综合利用，稳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促进绿色农业的发
展,完成全区水稻和蔬菜补贴农药统供配送工作。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上海市农业高
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青浦区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加大蔬菜机械试验示范、补贴力度，推广



 



项目类别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53342775.00 53342775

53342775

0

0 0

项目
绩效
目标

53342775
项目资金
（元）

其中：财政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总目标
（2022 年- 2022年）

年度总目标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2022-12-31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绿色生产发展专项补贴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项目
绩效
目标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鼠药发放完成率 =100%

水稻面积核查 <=25000亩

冬前深耕和绿肥补贴面
积

<=125000亩

鼠药采购完成率 =100%

蔬菜绿叶菜核心基地建
设

>=9000亩

保障夏淡绿叶菜面积 >=22000亩

绿肥种子数量 <=93000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培训人次数 >=3200人次

开展水稻、茭白秸秆的综合利用，稳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水平,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发展理念，
促进本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绿
色生产补贴专项有关管理细则的通知》（沪农委规
[2021]8号）和《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青浦区财
政局关于印发<青浦区农作物生产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青农委[2020]192号)，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进生态资源保护，
提升产业整体效益。根据《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本区水稻和蔬菜补贴农药统供配送委托第三方服务的
请示》（青农委〔2020〕229号）；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来文批（阅）单（收文办字20202294-1），完成全区水
稻和蔬菜补贴农药统供配送工作。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和上海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青浦区农业生产机
械化发展，加大蔬菜机械试验示范、补贴力度，推广适用
性更好，稳定性更高，技术更先进的农机具。提升培训对
象的农业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根据《上海市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青浦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青浦区耕地
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农委[2020]191
号), 绿肥种子实行统一免费供应。按照政府采购要求组
织实施,计划完成9.3万亩绿肥种子采购、发放等工作。
根据《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青浦区财政局关于印
发<青浦区农作物生产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青农委
[2020]192号)，2021年秋播按要求完成9.3万亩绿肥种
植，产量达到1000公斤以上，沟系配套和管理措施到位；
3.2万亩冬前深耕，达到要求规定要求。2022年上半年按
要求邀请第三方完成面积核查，并及时发放绿肥、冬前深
耕补贴。提升培训对象的农业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综合
素质，根据《关于推进本市蔬菜生产保护区建设的实施意
见》（沪农委[2020]8号）和《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
员会关于印发<青浦区2020年蔬菜绿色高质量发展暨绿色
标准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农委2020[72]号）文件
精神，完成练塘保护镇建设。

按照乡村振兴考核任务要求，根据《关于印
发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有关管理细
则的通知》（沪农委规[2021]8号），完成
农产品生产补贴、蔬菜绿色标准化生产、农
药统供补助、新型农民培训、农机购置补贴
等任务。
（1）农产品生产补贴：完成2022年约4.3万
亩蔬菜补贴农药的发放（规模化常年菜田面
积4.1万亩+散户蔬菜面积约0.2万亩）。完
成全区约2.2万亩“夏淡”绿叶菜面积物化
补贴。
（2）单项引导性培训和专门业务培训2022
年计划培训3283人次，培训计划按照进度进
行，对培训开展教学督导，确保培训质量。
培训成本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进行成本核算，
培训各项支出按照标准执行。通过培训，培
训对象的农业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综合素
质均有所提升，有可持续影响力，培训对象
的培训满意度达到90%以上。
（3）蔬菜绿色标准化生产：根据《上海市
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青浦区
2021年蔬菜绿色标准化生产考核奖励实施方
案>的通知》（青农委[2021]124号），以50
亩以上绿叶菜种植基地为基础，巩固提升蔬
菜标准园建设成果，推进标准园开展绿色生
产，完成绿叶菜生产核心基地9000亩建设。
（4）农药统供配送：根据《上海市青浦区
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本区水稻和蔬菜补贴农
药统供配送委托第三方服务的请示》（青农
委〔2020〕229号），结合全区水稻和蔬菜
工作实际，完成全区水稻和蔬菜补贴农药统
供配送工作。
（5）根据《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青浦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青浦区耕地质量保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绿肥种子合格率 >=85%

绿肥亩产量 >=1000公斤/亩

培育茭白产业龙头企业 =1家

绿肥种子发放、面积核
查、补贴发放覆盖率

>=85%

综合利用率 >=96%

练塘茭白”种质资源专
类圃

=30亩

茭白退水智能监测与生
态沟渠示范基地

>=80亩

保存和引进茭白品种 >=10种

新增物联网太阳能杀虫
灯

=58台

新增园艺地布 =16000平方

蔬菜保护镇培训人次 =130人次

水稻农药保障面积 =12.5万亩

蔬菜补贴农药采购面积 >=43000亩

新增茭白绿色防控示范
区面积

>=3400亩

提供水稻良种面积 <=125000亩

新购农机具数量 >=398台

秸秆还田量 >=6万吨

农药培训完成率
全区12个街镇（农业园区

） 11次农药培训

完成水稻备用、备荒种
数量

=16万公斤

完成水稻新品种示范数
量

1-2个

水稻农药采购完成面积 <=12.5万亩

农药发放完成率 =100%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水稻补贴农药财政资金
结算

10月底前

水稻备用备荒种 合理

水稻良种发放及时性 及时

绿肥种子发放及时性 10月底前完成

鼠药、农药采购及时性 及时

鼠药、农药发放及时性 及时

保护镇化学农药使用量 年均减少4%

还田及时情况 1月底前

蔬菜物化补贴及时性 9月底

蔬菜补贴农药配送点位 =12

教学服务质量考核通过
率

>=90%

茭白核心基地绿色防控
覆盖率

提高

水稻良种验收合格率 100%

区级配套补贴差错率 =0%

农机具验收合格率 =100%

农药发放准确性 发放准确

核查覆盖率
完成3个环节核查；覆盖率

达到村100%、街镇重

水稻备用备荒种质量 水稻种子质量标准

农药验收合格率 =100%

实际种植面积与申报面
积匹 配度

=100%

亩均化学农药使用量 <=0.96公斤

鼠药验收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蔬菜绿色食品认证率 80%以上

补贴政策农户知晓率 =100%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
水平

>=96%

专业化生产基地比例 80%以上

鼠密度控制情况 <=3%

农作物危害损失 <=4%

水稻病虫害控制效果 有效控制

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综合
素质

有所提升

补贴农药认可度 提升

控制鼠药使用率 =100%

完成绿色防控技术使用 6月底前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合理性 合理

建成种质资源圃 9月底前

完成茭白退水智能监测
与生态沟渠示范基地

8月底前

完成蔬菜信息化智能化
专题培训

4月底前

蔬菜补贴农药配送完成
时间

9月底前

单项引导性培训按时完
成情况

10月31日前完成

专门业务培训按时完成
情况

12月31日前完成

资格审核完成及时情况 11月底

蔬菜补贴农药财政资金
结算

10月底前

水稻农药配送完成时间 10月上旬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绩效
指标

农机补贴受益对象满意
度

>=90%

街镇和合作社满意度 >=90%

基地对项目实施满意度 >=90%

绿肥种子发放、面积核
查、 补贴发放

>=85%

水稻种植户对备用备荒
种满 意度

>=90%

水稻种植户满意度 >=90%

培训学员满意度 >=90

秸秆利用农民满意度 =90%

农药配送街镇和合作社
满意度

>=85%

化学肥料使用量 负增长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有效
性

健全并有效

提高地产农产品质量安
全

安全可靠

绿肥、深耕肥料、农药
使用 量

负增长

鼠药、农药使用安全性 安全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提高

保护环境 =100%

化学农药使用量 负增长



农业绿色生产发展专项补贴-市级补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2、对本区辖区内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初加工为目的，符合本市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补贴对象、范围和标准的购机单位，按照规范
购机程序后，财政予以享受农机购置补贴。3、根据《关于持续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19】8号）和《关
于加快推进本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青农委【2019】92号），对开展水稻、油菜秸秆还田的本市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及
相关农业企业给予补贴。4、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即高素质农民培训），使培训对象的农业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均有
所提升，培训产生可持续影响力，培训对象的培训满意度≥90%。5、对本区范围内从事蔬菜常年约束性任务的蔬菜种植生产的农户、家庭
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其他农业经营组织，按照蔬菜实际种植面积，给予50元/亩蔬菜补贴农药物化补贴。
 二、立项依据
 1-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为进一步推进本区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现代农业发展，提升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3、鼓励废弃物综合利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开展水稻、油菜秸秆还田的本市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
业给予补贴。 4、培训项目开展所需经费 5、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有关管理细则的通知》（沪农委规[2021]8
号），完成4.1万亩约束性蔬菜种植面积蔬菜农资补贴。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1-2、项目自成立以来有效提高农民作业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升本区农业规模化经营、生产机械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3、对
开展水稻、油菜秸秆还田的本市农机户、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业给予补贴50元/亩，其中，市财政30元/亩、区财政20元/亩。水稻
、油菜秸秆离田利用300元/吨，其中，市财政240元/吨，区财政60元/吨。茭白秸秆离田利用25元/吨，其中，市财政20元/吨，区财政5元
/吨。4、区农业农村委落实管理职能，区农技中心负责开展培训全过程的教学管理和督导。根据高素质农民培育补助标准，人均1000元。
项目经费支出按照《青浦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农业从业人员培训资金管理细则》执行。5、自项目实施以来，高效低毒低残留推荐补贴
农药逐年提高，本区地产蔬菜质量安全稳步提升，未发生蔬菜质量安全事故。
 五、实施周期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共计项目资金1133.0302万元，主要农机购置补贴、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蔬菜农资补贴等。
 七、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总目标：稳步推进青浦区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加大蔬菜机械试验示范、补贴力度，推广一批适用性更好，稳定性更高，技术更先进的农
机具；以绿色生态为导向，全区不发生秸秆焚烧点，秸秆还田与综合利用达到97%以上；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以蔬菜安全为总目标，保证全区蔬菜生产源头可控，确保蔬菜质量安全放心；科学指导农户使用农
药，保证无农药急性中毒事故发生。年度目标：稳步推进青浦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势，切实提高青浦区农业
生产机械化水平，降低农民作业成本；水稻秸秆还田与综合利用达到97%以上，茭白叶利用达到50%；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内容包括当前农
业发展导向宣传、政策宣传、主推技术和农业设备培训等；对2022年全区4.1万亩约束性蔬菜种植面积予以高效低毒低残留蔬菜农药进行
补贴，以确保全区蔬菜生产源头可控，提高上市商品蔬菜的质量。（具体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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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培训人数 >=80%

新购农机具数量 >=240台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总目标
（2022 年- 2022年）

年度总目标

1-2、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上海市农业高质量发
展，稳步推进青浦区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加大蔬菜机械
试验示范、补贴力度，推广一批适用性更好，稳定性更
高，技术更先进的农机具。3、全区不发生秸秆焚烧点，秸
秆还田与综合利用达到97%以上 4、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即高素质农民培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5、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促进
本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资源保护，提升产业整体
效益，以蔬菜安全为总目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改
善并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和人畜安全，保护农业的生产及生
态环境；保证全区蔬菜生产源头可控，确保蔬菜质量安全
放心；科学指导农户使用农药，保证无农药急性中毒事故
发生。按时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补贴农药工作，减少化学
农药使用量，保障蔬菜安全可控。

1-2、稳步推进青浦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充
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优势，切实提高青
浦区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降低农民作业成
本，提升农民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3、水
稻秸秆还田与综合利用达到97%以上，茭白
叶利用达到50%。4、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项目
（即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培训54人，培训
对象主要是我区农业家庭农场主、规模化经
营者、种养大户等农业从业人员，培训的内
容包括当前农业发展导向宣传、政策宣传、
主推技术和农业设备培训等。5、根据关于
印发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有关管理
细则的通知》（沪农委规[2021]8号）和《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青浦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青浦区农作物生产补贴实施细则>
的通知》（青农委[2020]192号)，对2022年
全区4.1万亩约束性蔬菜种植面积推广应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蔬菜农药进行补贴，按150
元/亩，其中市、区财政补90元/亩，以确保
全区蔬菜生产源头可控，提高上市商品蔬菜
的质量。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2022-12-31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绿色生产发展专项补贴-

市级补贴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青浦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培训学员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秸秆综合利用率 >=97%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安全可靠

控制化学农药使用量 负增长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劳动力成本 是

提升培训对象的农业专
业知识、技术水平和综

合素质均

有所提升

不发生焚烧点 >=97%

社会效益指标

蔬菜补贴农药财政补贴
农药结算时间

10月底前

提高蔬菜补贴农药认可
度

提升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
水平

>=96%

培训完成时间 2022年11月底前完成培训

蔬菜补贴农药发放时效 9月底前

资格审核完成及时情况 11月底

农机具验收合格率 =100%

蔬菜补贴农药覆盖面 =100%

蔬菜补贴农药合格率 =100%

蔬菜补贴农药面积 >=41000亩

培训对象考核合格率 >=90%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95%

减少化肥使用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绩效
指标

农机补贴受益对象满意
度

>=90%

蔬菜种植户满意度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