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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部

署，贯彻落实省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施意见》（粤发〔2020〕4 号）提出的在

全省巩固推广省农科院“院地合作”模式，经省领导在《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延续安排省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兴

农）专项资金的请示》上的批示(克庆〔2020〕4943号) ，同意延

续安排资金 3000 万元，每年 1000 万元，持续支持三年。其中 840

万元/年用于地方分院（促进中心）和专家工作站，160 万元/年

用于区域产业研究院。专项按照科研项目进行管理，执行《广东

省财政厅广东省审计厅关于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

办法》（粤财规〔2019〕5 号），该专项后与“提升市县农业科

技能力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合并为“农业科技能力提升1”。

（一）资金额度

2021 年财政下达“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专项资金

共计 1000 万元，其中 840 万元用于建设地方分院（促进中心）

和专家工作站，160 万元用于建设区域产业研究院。

（二）绩效目标情况

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是：巩固和推广省农科院“院地合作”

模式，积极与地方政府共建省农科院地方分院，联合开展科技推

1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提升市县农业科技能力促进优势产业发展”，因 2022年专项到期，纳入 2022年重点绩效

评价，在 2022年 5月已单独报送绩效自评报告。此绩效自评报告只含原“科技兴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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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服务产业等，逐步搭建覆盖全省的现

代农业科技服务网络，推动科技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作用不

断增强，加快提升我省区域优势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省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21年“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专项资金具体绩效

目标是：累计与地方共同建设地方分院（促进中心）14个；建立

农业示范基地 40 个，举办农业科技培训培训参加及辐射 25000

人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训次数 15次，推广品种个次 85次、推广

技术个次 40 次，实现工作任务或计划完成率 75%；科技支撑品

牌建设 5个；多种形式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合作社、

协会个次 400个次；实现省农科院的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占全省

比重超 60%；合作机构和技术服务对象满意率 80%。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按照《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指标体系》，对 2021 年“提升

市县农业科技能力促进优势产业发展”资金的绩效自评分为

98.56分，自评等级为优秀。具体各指标自评情况如下：

1. 过程（共 20分，自评分 18.56分。）

（1）资金管理

2021年“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资金涉及财政资金

1000万元，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开展现场调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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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下乡、培训等系列外业活动，影响了资金支出和项目开展进度，

实际支出 880.39万元，支出率为 88.04%。该项目资金管理、费

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且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综

上所述，资金管理指标自评得分为 10.56分。

（2）事项管理

一是“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项目严格按照《广东

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 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审计厅关于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的管

理监督办法》（粤财规〔2019〕5 号）等规定组织实施。二是监

管有效合理。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资金使用单位均建立了有效管

理机制及较为健全的财务制度，项目单位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

监控及敦促整改。综上所述，事项管理指标自评得满分 8分。

2. 产出（共 40 分，自评分 40 分。）

（1）数量。2021 年“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项目

全部数量指标均已达成。2021年我院累计与地方共同建设地方分

院（促进中心）16个，举办农业科技培训培训参加及辐射 26845

人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训次数 18次，推广品种个次 92次、推广

技术个次 43次。综上所述，指标自评得满分 10分。

（2）质量。专项资金项目完成建设农业示范基地 45个，完

成科技支撑品牌建设 6个，达成了指标预期值。指标自评得满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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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效。项目完成进度符合预期，实现工作任务或计划

完成率 100%，大于 75%的预期指标值。该项指标自评得满分 10

分。

（4）成本。项目按预算支出，严格控制成本，未发生超支

情况；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匹配。指标自评得满分 10

分。

3. 效益（共 40分，自评分 40分）。

（1）经济效益。“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项目实

现了多种形式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合作社、协会个次

480 个次，具有良好经济效益。指标自评得满分 15分。

（2）社会效益。专项资金项目实现了省农科院的主导品种、

主推技术占全省比重超 60%，其中主导品种达到占比 63.9%，主

推技术达到占比 69.1%，社会效益显著。指标自评得满分 15分。

（3）服务对象满意度。该项目的合作机构和技术服务对象

满意率达到 100%，高于 80%的目标值。指标自评得分满分 10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 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1年“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专项资金到位 1000

万元，实际支出 880.39 万，专项资金支出率为 88.04%。具体见

表 2-1。其中：“地方分院（促进中心）和专家工作站建设”支

出方向资金 840万元，实际支出 746.28万元。“产业研究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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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方向资金到位 160万元，实际支出 134.11万元。专项资金未

全部支出的原因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开展现场调研、

科技下乡、培训等系列外业活动，无法返回地方分院、促进中心、

专家工作站开展工作，影响了部分项目资金支出进度。

表 2-1 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表

支出方向
支持项目

数（个）

计划支持金额

（万元）
支出数（万元） 支出率

一、地方分院（促

进中心）和专家工

作站建设
111 840 746.28 88.84%

五、产业研究院建

设
8 160 134.11 83.82%

合计 119 1000 880.39 88.04%

2. 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1 年“农业科技能力提升之科技兴农”专项资金已完成绩

效目标各项指标。我院累计与地方共同建设地方分院（促进中心）

16 个；建立农业示范基地 45 个，举办农业科技培训培训参加及

辐射 26845 人次，创新创业人才培训次数 18 次，推广品种个次

92 次、推广技术个次 43 次，实现工作任务或计划完成率 100%；

科技支撑品牌建设 6 个；多种形式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

合作社、协会个次 480 个次；实现省农科院的主导品种、主推技

术占全省比重超 60%；合作机构和技术服务对象满意率达到 100%。

详见表 2-2。



8

表 2-2 2021 年专项资金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2021年

目标值 实现值 完成率

产出

数量

支持建设分院（促进中心）数

量
14 16 114.29%

农业培训参加及辐射人次 25000 26845 107.38%

创新创业人才培训次数 15 18 120.00%

推广品种个次 85 92 108.24%

推广技术个次 40 43 107.50%

时效 工作按时完成率 75% 100% 133.33%

质量
建设农业示范基地个数 40 45 112.50%

科技支撑品牌建设 5 6 120.00%

效益

经济效益
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

业、合作社、协会个次
400 480 120.00%

社会效益
省农科院的主导品种、主推技

术占全省比重
≥60%

主导品种

63.9%
主推技术

69.1%

1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合作机构和技术服务对象满

意率（%）
80% 100% 100%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我院按照“只带动、不代替，只帮忙、

不添乱”的工作思路，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合作共建地方分院（促

进中心）、产业研究院、专家工作站等院地合作平台，积极推动

科技资源和人才下沉，全面铺开科技服务“三农”工作，极大地

释放了农业科技潜力，为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并形成了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建平台、下沉人才、

协同创新、全链服务”院地合作模式。主要绩效表现如下：

（1）构建起一个科技支撑服务体系，科技支撑全省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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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的作用不断强化。

2021 年，在专项的支持下，我院与地方政府新建省农科院揭

阳分院、阳江分院和汕头分院，与企业共建 8 个区域产业研究院

和 25 个专家工作站。截止 2021 年低，已累计与地方政府共建了

省农科院地方分院（促进中心）16 个、专家工作站 55 个，形成

了覆盖我省主要农业发展区域的立体化科技服务体系，成为补强

我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重要科技力量。

院地共建分院、促进中心和专家工作站等平台的“二传手”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打通了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带动基层农业

科研推广机构科技能力快速提升，有益补充地方农业科技推广应

用工作。如通过院地合作，我们创新“地方编制、农科院保底”的

引才模式，联合汕尾市引进 10 名农科博士到汕尾工作；帮助佛

山市农科所 18 名技术人员获得岗位晋升；帮助佛山、梅州等多

个市级农科院所实现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等省部级奖项“零”的突

破。

（2）兴旺了一批富民兴村特色产业，实现了科技与产业的

高效对接。

省农科院大批专家长期驻点地方农业农村局或者农科所，紧

贴政府科技需求，为产业发展精准把脉、对症下药，推动了地方

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一是科技支撑多个国家级农业品牌建设和发

展。如科技支撑海丰莲花山茶、连南大叶茶成功获得国家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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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科技支撑乐昌香芋和乐昌廊田山水丝苗米、怀集菜心

和芥蓝入选 2021 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为打造地方农业

产业品牌。二是科技支撑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成效突出。为产业

园推广了新品种 340 个、新技术 136 项，开展科技攻关 90 项，

培训园区人才 5594 人次。三是科技助力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整

合地方分院和产业链专家服务团的职能，搭建“一镇一团队、一

县一小组、一市一平台”网格平台，选派 400 余名农村科技特派

员组建 132 个特派员团对接帮扶 132 镇，为镇、县提供技术服务，

示范推广各项产业技术及成果，促进镇域农业产业发展。如河源

市源城区埔前镇坪围村在我院科技帮扶下，大力发展兰花产业，

实现兰花盈利超百万元。在 2021 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该村成为广东省唯一获奖的村集体。

（3）造就了一支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

才支撑。

2021 年专项实施期间，通过分院建设，省农科院累计派出***

名专家长期驻点、1000 多名科技人员柔性驻点。他们活跃在全省

各地农村，扎实开展科技推广、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产业园服

务等工作，发挥省级科研人才传帮带作用，带动提升基层农技人

员科技服务能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目前，我院

建立了一支 1000 多人的科技特派员队伍，全院科技人员个个都

是特派员。通过院地共建活动，我院累计服务服务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企业、合作社、协会 480 个次，开展创新创业培训 18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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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过院本部带训、新型农民培训与直播平台等方式，农业培

训参加及辐射人次达 26845 人次。

（4）推动了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2021 年，省农科院科研立项经费达 20.35 亿元，获科技成果

奖励 78 项，包括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 8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省科学技术奖 8 项，省推广奖 30 项；培育农业新品种 219

个，获植物新品种权 64 个；在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中的占比分别为 63.9%%、69.1%%。通过院地合作，促进大批优质

科技成果走出“深闺”，连接企业、走入产业，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2021，全院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同 258 项，合同金额 0.9199 亿

元，位居全省高校和科研机构前列。我院组建的广东金颖农业科

技孵化器累计吸引 150 家农业企业入驻，并于 2021 年初获认定

成为全省首批农业领域的国家级孵化器。

（5）营造了乡村振兴良好氛围，服务“三农”工作得到充分

肯定。

凝练形成“共建平台、下沉人才、协同创新、全链服务”的

院地合作合作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复制推广，积极为全省乡村

振兴战略鼓与呼。

一是加大了乡村振兴宣传力度。全面梳理出我院科技支撑乡

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模式、工作方法和经验，积极在主流媒体上宣

传报道。项目实施期间，在新华网、人民日报人民数字、农民日

报、学习强国 APP 等国家级媒体平台及广东电视台、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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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南方农村报等省级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

二是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干事创业热情。通过出台科技成果

转化管理办法、深化院企合作的意见、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

将在基层驻点半年作为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的必备条件，激发了

广大科技人员“走出去，干成事”的工作热情。

三是工作实绩得到充分肯定。我院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工作成

效显著，连续三年在全省乡村振兴考核获得“优秀”等次，我院科

技支撑乡村振兴工作得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和省科

技厅、农业农村厅、地方政府、企业、农民的热烈欢迎。2021 年，

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实施意见》（粤发〔2021〕9 号）中要求巩固推广“院地合

作”模式。2022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深化拓展院地（企）

合作”。2021 年 3 月，省政府在我院召开院地合作工作推进会，

有关省委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领导在会上充分肯定了我院

院地工作成效，佛山、梅州、惠州、清远等市领导分别汇报了与

我院的院地合作成果，院地合作工作得到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和农业经营主体高度赞赏。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项目进展受疫情影响有所滞后。

对于 2021 年立项的项目，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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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开展现场调研、科技下乡、培训等系列外业活动，无法返回地

方分院、促进中心、专家工作站开展工作，影响了部分项目工作

进度。

（2）学科人才队伍与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仍有差距。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人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面对农业全产业链的科技需求和以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

等为代表的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我院相关科技人才储备不足，

农业推广类人才缺乏，新兴学科发展相对滞后，人才结构有待进

一步优化。二是面向基层的科技推广、科技服务工作，对驻点人

员服务“三农”的综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但分院派驻的青年科

技人才的业务能力和工作经验尚且不足，沟通、协调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3）科技供给与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需求仍有差距。

作为全省农业科技的主力军，近几年我院在科技创新支撑乡

村振兴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纷呈、成果丰硕。但距离建设

高水平农科院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环节上

尚未有重大突破，尤其是高水平、重大科研成果供给仍然不足。

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市场对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的发

展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我院加强科技供给与全产业链产业需

求融合，进一步提升科技支撑产业能力。

三、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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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在我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持续高度重视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强与各地的联系沟通协调，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发展和地方农业生产需要特别是春耕生产需要，按照各

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部署，在有需要、符合条件的地区，陆续

派出分院和专家工作站驻点科技人员，派出科技服务专家团队，

要求各专家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围绕地方农业生产发展需要

和项目工作任务安排，抓紧合理推进项目工作，保质保量完成项

目各项工作任务。

（二）对标现代农业发展要求，进一步强化学科和人才队伍建

设。

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学科发展方向，拓展

新兴学科，强化优势学科；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

加大对领军人才等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强对科技人员尤

其是年轻科技人员科技推广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不断优化科

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完善分配激励、竞争激励等工作机制，激发

全员干事创业的活力和投身服务“三农”工作的内生动力。同时，

进一步发挥分院平台作用，加强基层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

不断提升市县农技推广机构的科研推广服务能力。院地共同打造

出惠及面广、影响力强，政府、企业、农民“信得过、用得上、

离不开”的省市县协同联动的科技服务团队，为全省乡村振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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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高素质人才支撑。

（三）努力提高服务“三农”的看家本领，进一步发挥科技支

撑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

继续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开展科研和推广。一方面，打破

传统体制机制束缚，组建不同研究领域专家团队围绕农业产业中

的突出问题、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凝练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

科技成果，依托分院平台与地方共同开展协同创新、科技攻关和

技术推广，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服务。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与省农业农村厅、科技厅、财政厅等部门

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在重大政策、规划制定和农村重大

疫情、救灾复产等方面积极发挥我院专家决策咨询和技术指导作

用，继续发挥好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

（四）着力打造院地企合作的新样板。

实施合作平台全覆盖行动，实现分院在全省农业市的全覆

盖，并在农业特色产业优势产区与地方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联

合组建产业研究院。同时，选择 3 个分院打造比较全面的典型，

创建 3 个整县域科技支撑、全链服务富民兴村产业的示范点。实

施成果转化与孵化器建设工程，积极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

速器”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针对广东省优势产业和相应的龙头

企业，相对集中力量科技帮扶 10 家企业，打造院企合作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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