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财农〔2020〕132 号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各县（市、区）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编制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现将 2021 年

省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 1），待

2021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1 年度“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按照实际用途在“213 农林水支出”

科目下列支。

二、本次提前下达的资金全部由市县统筹实施，请各地根据

省级下达的涉农资金，结合《2021 年度涉农领域省对市县考核

事项任务目标清单》（附件 2）、《关于 2021 年度涉农领域预备项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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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联合审查意见》（附件 3），及时提请同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领导小组从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中确定要实施的涉农项目，

报备项目应优先保障完成考核事项，并经公示无异议。如根据省

级反馈的审查意见需补充相关涉农项目的，请及时按要求补充上

报省级审查，未经省级联合审查通过项目不得直接上报备案。

三、市县政府应按照《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1 年涉农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设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结合本地工作实际，根据省级提前下达的涉农资金、报备

项目、上一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考评结果等，研究设定本地区使

用 2021 年省级涉农资金的市县区域绩效目标，并填报《省级涉

农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指标表》。其中：县级区域绩效目标需

报请地级以上市涉农办组织审核并批复。

四、请各地级以上市按照附件 4和附件 5格式，汇总本地区

的区域绩效目标和报备项目，于 11 月 30 日前以政府名义上报至

省涉农办备案（务必确保项目库系统中报备的涉农项目明细与正

式文件一致）。

五、请严格按照《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有关要求，规范管理、使用涉农资金，不得挤占、截

留、挪用。

附件：1.2021 年省级涉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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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表（分发）

2.2021 年度涉农领域省对市县考核事项任务目标清

单（分发）

3.关于 2021 年度涉农领域预备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

（分发）

4.省级涉农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指标表（表样）

5.××市××县（市、区）2021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情况报备表（表样）

广东省财政厅

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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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万元

地区 提前下达金额
其中：2019年度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奖励资金

汕尾市合计 121,934 5,000 

汕尾市本级 11,927 5,000 

陆丰市 43,413 

海丰县 38,107 

陆河县 18,994 

城区 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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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粮食生
产相关内容）

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121.38万亩，粮食产量不低于上年。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79.55%。

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
年末生猪存栏47.0万头。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90%以上，平均免疫抗体
合格率达到70%；100%发放上年度强制扑杀补助经费，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农产品质量安全（含屠宰环节
生猪无害化处理）

（1）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30%以上。（2）本市蔬菜产品定量检测
达到12批次以上/年万亩（不含快检，下同）。生猪及生猪产品4批次以上/10万头
（只）年。家禽产品4批次以上/100万羽（只）年。水产品5批次以上/万吨年。
（3）中央“十一五”、“十二五”农产品检测体系建设项目县（级）项目单位全年
定量抽检农产品样品数量达到200个以上。（4）100%发放上年度屠宰环节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补助经费，对屠宰环节病死生猪100%进行无害化处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

完成老旧农村公厕进行的升级改造，粪污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按省级实施
方案要求梯次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垃圾处理规范，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
有完整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3.74万亩

耕地污染防治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90%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建设万里碧道70公里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

完成省下达的用水总量（11.46亿立方米）和用水效率等年度控制目标和工作任务

水土保持 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0平方公里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6.0‰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8%以上，测报准确
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

造林及抚育
完成高质量水源（水土保持）林造林更新28698亩，新造林抚育153611亩；沿海防护
林造林更新14649亩，新造林抚育26115亩；生物防火林带维护200公里；中幼林抚育
75000亩，其中大径材培育示范16000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全省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工作量完成率达到30%。全省自然保护区管
控分区划定工作量完成率达到30%。全省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工作量完成率达到30%
。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省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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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粮食生
产相关内容）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产品质量安全（含屠宰环节
生猪无害化处理）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

无任务。

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0.3万亩

耕地污染防治 无任务。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水土保持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6.0‰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8%以上，测报准确
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

造林及抚育
完成高质量水源（水土保持）林造林更新372亩，新造林抚育13522亩；沿海防护林
造林更新3090亩，新造林抚育6300亩；生物防火林带维护146公里。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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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粮食生
产相关内容）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产品质量安全（含屠宰环节
生猪无害化处理）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

无任务。

高标准农田建设 无任务。

耕地污染防治 无任务。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水土保持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6.0‰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8%以上，测报准确
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

造林及抚育
完成高质量水源（水土保持）林造林更新2398亩，新造林抚育17318亩；沿海防护林
造林更新2448亩，新造林抚育2610亩；生物防火林带维护13公里。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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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粮食生
产相关内容）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产品质量安全（含屠宰环节
生猪无害化处理）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

完成老旧农村公厕进行的升级改造，粪污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按省级实施
方案要求梯次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垃圾处理规范，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
有完整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2.54万亩

耕地污染防治 无任务。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水土保持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6.0‰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8%以上，测报准确
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

造林及抚育
完成高质量水源（水土保持）林造林更新17327亩，新造林抚育55693亩；沿海防护
林造林更新3780亩，新造林抚育4950亩；中幼林抚育40000亩，其中大径材培育示范
5000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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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粮食生
产相关内容）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产品质量安全（含屠宰环节
生猪无害化处理）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

完成老旧农村公厕进行的升级改造，粪污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按省级实施
方案要求梯次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垃圾处理规范，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
有完整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0.4万亩

耕地污染防治 无任务。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水土保持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6.0‰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8%以上，测报准确
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

造林及抚育
完成高质量水源（水土保持）林造林更新2563亩，新造林抚育43601亩；沿海防护林
造林更新5331亩，新造林抚育12255亩；生物防火林带维护37公里；中幼林抚育
30000亩，其中大径材培育示范6000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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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核事项 任务目标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粮食生
产相关内容）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产品质量安全（含屠宰环节
生猪无害化处理）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
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

完成老旧农村公厕进行的升级改造，粪污得到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按省级实施
方案要求梯次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垃圾处理规范，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
有完整的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0.5万亩

耕地污染防治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90%

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水土保持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6.0‰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88%以上，测报准确
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

造林及抚育
完成高质量水源（水土保持）林造林更新6038亩，新造林抚育23477亩；生物防火林
带维护4公里；中幼林抚育5000亩，其中大径材培育示范5000亩。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具体任务量由市级结合实际分解下达。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市级分解下达保护任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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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市报来的 2021 年度涉农项目申请补助情况表收悉。根据

《关于深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粤涉农办

〔2019〕18 号）和《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开展 2021 年度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市县项目部门审查工作的通知》

有关规定，省级组织了相关部门对你市报送的涉农领域预备项目

开展联合审查（具体项目审查情况详见市县涉农项目管理系统）。

现将总体意见反馈如下：

你市申报涉农项目 605 个，拟申请金额 41.63 亿元。通过审

查涉农项目 469 个，涉及金额 35.04 亿元，审查通过的项目个数、

金额占申报项目的比率低于省级平均水平，其中：成熟度高项目

376 个、金额 24.78 亿元；中央考核事项项目 235 个、金额 17.56

亿元。

一、农业产业发展类。部分入库项目未落实实施主体，建设

规模及内容有待完善，填报信息不准确，项目成熟度不高，个别

县区入库项目类别不全，建议进一步做好“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支持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发展农业机械化等项目储

备工作。建议汕尾城区、陆河县、陆丰市进一步做好生猪稳产保

供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储备工作。建议汕尾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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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项目储备工作，补充完善项目申报填

报信息。建议海丰县进一步做好其他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补

助、农田建设及管护项目储备工作。建议陆丰市进一步做好现代

农业生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储备工作。

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类。部分项目未明确资金用途，成熟

度低，建议进一步细化项目前期工作，切实加强项目审核，提高

项目成熟度。建议进一步做好四好农村路、农村集中供水等项目

储备工作。建议进一步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做好总投资估

算、按照原则上不超过 50%的比例申请补助资金、完善项目规模

和内容、明确细化资金用途、绩效目标可量化等项目储备工作。

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类。无意见。

四、生态林业建设类。建议进一步做好造林与生态修复、林

业有害生物防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等考核事项项目储备工作,

并进一步做好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补贴等项目储备工作。

五、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建议进一步做好水资源节约

与保护、水利设施建设等项目储备工作。

六、农业救灾应急类。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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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年度： 2021 地区：

资金情况
（万元）

总额

备注：相关中央资金、相关
市县资金、其他资金指与省
级涉农资金整合投入相同项
目的资金

其中：省级涉农
资金

相关中央资金

相关市县资金

其他资金

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综合性指标

促进农民增收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速 经济效益 %

省级根据
统计等部
门数据进
行评价，
无需各地
另行设定
目标和报
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经济效益 %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减小幅度 经济效益 %

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减小幅度=（上年收入差-
当年收入差）/上年收入差

扩大农业农村投
资

涉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经济效益 %
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
上项目）统计中涉农项目
投资完成数

加强涉农资金使
用管理

省级涉农资金支出进度 时效 %

行业领域重点
指标

粮食安全责任制

粮食播种面积 数量 亩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粮食总产量 数量 万吨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质量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质量 %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技术推广面积 数量 亩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耕地质量等级 生态效益 — 需说明与上年比较情况

县级以上家庭农场数量同比增长 质量 % 需说明当年及上年数量

扶持的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数
量

数量 个 需说明扶持数量和总数量

高素质农民培育满意度 满意度 %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不暴发成灾，重大
植物疫情不恶性蔓延

社会效益 是/否

耕地污染防治

受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面积 数量 亩

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
林面积

数量 亩

推进农田建设

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数量 亩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数量 亩

建立高标准农田（含垦造水田）长效
管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 220 -



行业领域 绩效目标 具体指标 指标类型 单位 目标值 备注

行业领域重点
指标

生猪稳产保供 生猪存栏量 数量 万头

强化动物疫病防
控

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 质量 %

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完成率 质量 %

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处置率 质量 %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社会效益 是/否

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样本量 数量 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量 数量 次

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社会效益 是/否

永久基本农田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数量 亩

通过上级政府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

社会效益 是/否

推进村庄清洁行
动

村庄保洁覆盖面 质量 %

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覆盖率 质量 %

建立农村厕所革命长效管护机制 可持续影响 是/否

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

逐步推进雨污分流设施建设，使生活
污水得到有效处理、达标排放的行政
村数量

数量 个

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质量 %

农房管控和乡村
风貌提升

完成农房微改造比例 质量 %

建成具有岭南特色乡村风貌示范带数
量

数量 个

四好农村路 农村公路列养率 质量 %

水土保持规划实
施情况考核评估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数量
平方
公里

全面推行河长制
湖长制

碧道建设长度 数量 公里

河湖管护长度 数量 公里

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

用水总量 数量
亿立
方米

万元GDP用水量较2015年降幅 生态效益 %

造林及抚育

造林完成面积 数量 亩 不含社会造林

森林抚育完成率 质量 %
包括新造林抚育和中幼林
抚育，不含社会抚育

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

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
完成率

质量 %

自然保护区管控分区划定工作完成率 质量 %

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工作完成率 质量 %

推进林业防灾减
灾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面积 数量 亩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质量 ‰

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生态效益 %

- 221 -



附件5

单位：元

地区
（地市）

地区
（区县）

一级项目名称 具体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省级主管部门 项目总投资
2021年拟申请省

级补助金额
安排省级补助金额

是否属于考核
事项

对应落实的考核事
项任务量

附件5

-
 
2
2
2
 
-



抄送：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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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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