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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池 县 科 学 技 术 局

盐池县科学技术局
2023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盐池县科技局科技科研经费及 3 个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1、年初批复下达科技科研经费及 3个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资金 20万元，主要用于四墩子、沙边子、城西滩 3个科技示

范基地运行维护，有效保障科技示范基地全年正常运行。

2、年中未安排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20.00万元。

（2）该项目资金支出 17.5万元。

（3）该项目资金主要由科技局管理，用于维护基地运行。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运行维护科技示范基地数量 3个，雇佣门卫

人员数量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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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质量指标：3个科研基地全年正常运行。

C、时效指标：运行维护、维修及时率 100%。

D、成本指标：全年地试验田用电成本 0.4 万元；全年基地

试验田用水成本 0.25 万元；预计全年基地取暖燃煤、材料等成

本 1.01万元；劳务费 8.96 万元；购买易耗品及维修农用设备等

成本 0.66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带动周围农户增收

B、社会效益：维护科技示范基地正常运行，推广新技术成

果应用，促进科技发展。

C、生态效益：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D、可持续影响：项目所依据政策的可持续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区域群众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原因：水电费等未达到预计开支。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二、盐池县科技局沙边子基地 2022年土地租赁费 2023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1、年初批复下达沙边子基地土地租赁费 2万元，主要用于

盐池县科技局与沙边子村签订 2015年-2029年 160亩土地租赁合

同，用作沙边子科技示范基地试验用地，促进甘草种植方面的科

学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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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中未安排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2万元。

(2)该项目资金支出 2万元。

(3)该项目资金主要由科技局管理，用于基地租赁土地。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沙边子科技示范基地承租农户土地面积 160亩。

B、质量指标：土地达到种植中药材条件。

C、时效指标：租赁费支付时间为 2023年 12月之前。

D、成本指标：基地土地租赁费成本 130元每年每亩。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提高出租土地的农户收入 2万元。

B、社会效益：促进解决甘草产业发展瓶颈问题。

C、生态效益：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D、可持续影响：项目所依据政策的可持续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出租土地的农户满意度≥90%

（三）社会效益未达到绩效目标。主要是甘草产业还需要大

力推广和发展。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三、盐池县科技局螺旋藻产业项目 2023年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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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1、年初依据实施方案，总体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购置螺

旋藻加工、产品包装等精深设施设备并投入运行的，按设施设备

总价款的5%给予补助。对出口创汇金额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企

业，给予3%的奖补，最高不超过20万元。

2、依据2022年具体验收结果，申请下达资金24.9866万元，

用于补助企业。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到位24.9866万元。

(2)该项目资金支出情况：由科技局牵头，聘请第三方审计，

组织财政局、发改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人员对盐

池县怡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在惠安堡镇老盐池村新设备、出口创

汇等情况进行了验收，其中新设备补助4.9866万元，出口创汇补

助20万元，共计补助资金24.9866万元。

(3)该项目资金主要由科技局管理财政项目24.9866万元资金

统一由盐池县科学技术局管理。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总体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购置螺旋藻加工、

产品包装等精深设施设备并投入运行的，按设施设备总价款的

5%给予补助：怡建公司总体投资金额为7121.49万元，其中2022

年度精深设施设备投资 99.73 万元；对出口创汇金额达到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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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以上的企业，给予3%的奖补，最高不超过20万元：怡健公

司实现出口创汇金额人民币2955.07万元。

B、质量指标:设备投产率为100%。

C、时效指标:能够根据方案中的项目进度及时进行螺旋藻产

业项目的验收公示及兑现补助工作。

D、成本指标:2022年度精深设备投资99.73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已实现出口创汇金额人民币2955.07万元。

B、社会效益:螺旋藻产业是适宜我县生态环境气候的新型产

业，将成为促进盐池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和

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力推动盐池县域经济发展。同时，随着螺旋

藻产业的深入发展，将大大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将

有利于促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

和安定。

C、生态效益:螺旋藻产业的发展将充分利用盐碱地下水资

源，改善生态环境。

D、可持续影响:通过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发展，为进一

步促进盐池螺旋藻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扶持，对社会、生态、经济

效益协调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可持续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验收公示完后进行兑现，企业满意度达到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推动螺旋藻产业发展，充分利用盐碱地下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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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落实节能、节水、改善环境的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验收后进行三级公示，先由自然村、行政村同时七天，

再由乡（镇）政府公示七天，项目公示完后进行兑现，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四、盐池县科技局 2022年中药材补助项目 2023年度绩效自

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1、年初依据方案实施：建设沙生中药材展示园与甘草种质

资源圃100亩；建设甘草规范化种植示范区2000亩；大力推广种

植以甘草为主的中药材9900亩；甘草采种基地40000亩；项目概

算：2022年中药材种植概算总投资2817万元，其中政府补助资金

759.5万元，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自筹1769.5万元。

2、根据 2022 年方案，年初下达资金 299.6728 万元。用于

兑现补助中药材种植合格户。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2年中药材财政项目资金

到位 299.6728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2年，盐池县中药材人工

种植验收合格面积2802.07亩，甘草采种基地4万亩，加工机械（不

锈钢往复式切片机10台、色选机1台、烘干房1台、采挖机械1套），

目前共兑现资金173.7926万元；中药材种质资源圃建设费用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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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工作经费100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财政下达299.6728万元资金

统一由盐池县科学技术局管理。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甘草规范化种植示范区2000亩，完成种植

714.75亩；以甘草为主的中药材0.99万亩，已完成合格兑现

2802.07亩；建设沙生中药材展示园与甘草种质资源圃100亩，甘

草采种基地4万亩，均按目标任务完成。

B、质量指标:中药材种植合格率为93%。

C、时效指标:能够根据方案中的项目进度及时进行中药材初

验、复验、公示及兑现补助工作。

D、成本指标:甘草规范化种植示范区需投资0.33元/亩；沙生

中药材展示园与甘草种质资源圃需投资0.25万元/亩；甘草采种基

地4万亩，需投资38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按目前已有产效情况计算，甘草育苗亩产400

公斤，每公斤14元，每亩0.56万元，242.5亩，产出135.8万元；

甘草移栽、直播亩产930公斤，每公斤5元，每亩0.465万元，472.3

亩，产出219.6万元；黄芪规范化种植，亩产600公斤，每公斤7

元，每亩0.42万元，1879.9亩，产出789.6万元；芍药（4年采挖）

预计亩产鲜品2000公斤，每公斤9元，每亩1.8万元，6.4亩，产出

11.5万元；其他药材201.1亩，预计产出24.1万元；不予补助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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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亩，产出210万元。项目合计效益1390.6万元。

B、社会效益:甘草产业是继“滩羊产业”之后又一主导产业，

将促进盐池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和新的经

济增长点，有力的推动盐池县域经济发展。同时，随着人工甘草

产业的深入发展，将大大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将有

利于促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

安定。

C、生态效益:甘草是我县中北部荒漠草原的优势种群，其根

系发达、耐干旱，防风固沙效果明显。种植甘草能提高地表植被

盖度，增加防风固沙能力。积极发展人工甘草，建立甘草野生资

源保护基地和甘草原种保护区，既有利于甘草种群恢复，又改善

草场植被结构，提高草原生产力。甘草秧是优质的豆科牧草，为

草食家畜提供优质牧草，进一步促进滩羊等畜牧业的发展。

D、可持续影响:通过财政项目的扶持，示范推广黄芪垄上移

栽技术，为进一步促进盐池中药材产业化发展提供资金扶持，实

现盐池中药材的产业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对社会、生态、经

济效益协调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可持续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验收后进行三级公示，先由自然村、行政村同时公示七

天，再由乡（镇）政府公示七天。项目公示完后进行兑现，种植

户满意度达到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年，完成中药材人工合格种植 2802.07亩，其中有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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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等药材不在兑现范围内。有部分药材由于管理不善验收不

合格。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验收后进行三级公示，先由自然村、行政村同时公示七

天，再由乡（镇）政府公示七天。项目公示完后进行兑现，已公

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五、盐池县创新型县建设验收工作经费 2023 年度绩效自评

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1、年初未下达。

2、年中下达盐池县创新型县建设验收工作经费 2万元，主

要用于制作盐池县创新型县建设验收工作产生的资料费等费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2万元。

（2）该项目资金支出 2万元。

（3）该项目资金主要由科技局管理，用于全国创新型县建

设验收工作。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整理创新型县建设县资料产生的支出 2万元。

B、质量指标：任务按时完成率 100%



— 10 —

C、时效指标：资金支付时间为 2023年年底。

D、成本指标：盐池县创新型县建设工作报送、答辩产生、

咨询等产生的成本 2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盐池县开展全国创新型建设工作持续影响县

域经济发展。

B、社会效益：县域科技创新能力、产学研融合作机制、人

才聚集与创新创业等的完成指标清晰可见。

C、可持续影响：验收工作基本对盐池县创新型县建设情况

做了全面的总结，对以后的工作提供参考。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市科技局满意度≥98%；辖

区内群众满意度≥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六、盐池县科技局城西滩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试验耕地租

赁费项目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财政局（2023）盐财预（存量）字第 010号通知精神，

下达我局城西滩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试验耕地租赁费 37.024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试验耕地及其他科研用土地租赁费用，通过

科研基地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带动周边瓜菜农发展设施

农业，带动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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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试验耕地 2022-2026 年租赁

费用及其他科研用土地租赁费共 37.024万元，于 2023年全部到

位，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完成一次性支付 2022-2026

年共 5 年试验耕地（71.2 亩）租赁费，2022 年每亩 500 元，合

计 35600元；2023-2026年每亩 600元，合计支出 170880元；其

他科研用土地租赁费支出 7200元，结余资金 156560元；共计支

出资金 178080元，结余 156560元，资金执行率 58%。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

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

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做到

专款专用，无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会计核算准确、财务

资料完整。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年初制定租赁试验耕地利用农业科技设施温

棚个数 20个，聘请设施专业专家人数大于等于 2人，现利用农

业科技设施温棚个数 20个，聘请设施专业专家人 2人。

B、质量指标。年初制定试验耕地连续使用年限 5年，项目

当年完成，现试验耕地正常使用，项目当年已完成。

C、时效指标。年初制定项目完成时限为 2023 年底，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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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共计支出资金 178080元，结余 156560元，时效

指标未完成。

D、成本指标。年初计划支出试验耕地租赁费 370240 元，

实际支出资金 178080元，结余 156560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年初计划示范基地每年带动群众增收 10 万

元，2023年带动增收 12万元。

B、社会效益。为全县及周边瓜菜农提供瓜菜种苗 1万株，

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C、可持续影响。年初计划科研棚每年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和新设备不少于 30个，2023年实际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新设

备 32个。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县及周边陆地瓜菜种植户满意度达 98%，拥有耕地的租赁

户满意度达 100%，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由于在租赁科研用地过程中，土地租赁价格高于市场价，经

多次与群众协商后未达成协议，导致土地租赁资金未完成支付。

在今后工作开展过程中，未达成租赁协议的，未落实的工作不再

申请资金。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城西滩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试验耕地租赁费项目操

作程序规范、项目管理到位、资金使用合规。我局将以本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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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工作为指引，规范资金使用方向，严格项目管理。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七、沙边子科技示范基地苗木采挖及运送经费 2023年度绩效

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财预（公共预算）2023 第 170 号文件，下达我局沙

边子科技示范基地苗木采挖及运送经费 15.41万元。主要用于沙

边子科技示范基地培育的樟子松苗木 22015 株分两批无偿提供

给盐池县自然资源局用于全县生态绿化工作（其中 2022年 11453

株，2023年 10562株），苗木采挖及运送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15.41万元。

（2）该项目资金主要由科技局管理，用于主要用于沙边子

科技示范基地培育的樟子松苗木采挖及运送工作。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2022年采挖及运送苗木数量 11453株；2023

年采挖及运送苗木数量 10562株。

B、质量指标：苗木质量良好

C、时效指标：资金到位时间 2023年 6月

D、成本指标：苗木采挖及运送费 7元/株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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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济效益：周边群众经济收入增加明显

B、社会效益：带动群众增收 有效提高

C、生态效益：帮助全县生态绿化，改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D、可持续影响：项目所依据政策的可持续性 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绿化工作人员满意度≥8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八、盐池县建成区及部分乡镇飞线整治项目监理费用 2023年

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财预（公共预算）2023 第 256 号文件，下达我局盐

池县建成区及部分乡镇飞线整治项目监理费用 10.00万元。主要

用于监督飞线整治项目的施工内容、施工质量、安全文明标准等。

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解决城市建成区及相关乡

镇空中“飞线”问题，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全面优化居

民小区环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10.00万元。

（2）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主要用于盐池县建成区及部分乡

镇飞线整治项目监理费用。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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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飞线整治项目监理户数 1户

B、质量指标：项目申报、核查、上报等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100%

C、时效指标：资金拨付时限 2023年 11月底

D、成本指标：飞线整治项目监理费用 10.0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助力创建文明城市 明显

B、社会效益：优化居民环境 明显

C、生态效益：优化生态环境 明显

D、可持续影响：可持续影响 促进文明城市创建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改造居民满意程度≥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九、盐池县建成区及部分乡镇飞线整治项目验收费用 2023年

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财预（公共预算）2023 第 256 号文件，下达我局盐

池县建成区及部分乡镇飞线整治项目验收费用 10.00万元。主要

监督飞线整治项目的施工内容、施工质量、安全文明标准等。深

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切实解决城市建成区及相关乡镇

空中“飞线”问题，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全面优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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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环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10.00万元。

（2）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主要用于盐池县建成区及部分乡

镇飞线整治项目验收费用。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飞线整治项目验收户数 1户

B、质量指标：项目申报、核查、上报等程序符合相关要求

100%

C、时效指标：资金拨付时限 2023年 11月底

D、成本指标：飞线整治项目验收费用 10.0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助力创建文明城市 明显

B、社会效益：优化居民环境 明显

C、生态效益：优化生态环境 明显

D、可持续影响：可持续影响 促进文明城市创建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改造居民满意程度≥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十、2022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资金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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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财预（存量）2023 第 46 号文件，下达我局 2022 年

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资金 15.00万元。主要用于编制全县创建文

明城市飞线整治方案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15.00万元。

（2）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主要用于监督飞线整治项目的施

工内容、施工质量、安全文明标准等。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编制全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飞线整治方案 1个

B、质量指标：方案可行性 达到预期目标

C、时效指标：资金到位时间 2023年 6月底

D、成本指标：创建文明城市资金 15.0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助力创建文明城市 明显

B、社会效益：创建文明城市，让群众居住环境更加整洁舒

适 有所提高

C、生态效益：优化生态环境 明显

D、可持续影响：城市面貌整齐、整洁 长期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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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十一、2022 年科技科研经费及 3 个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经费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1、根据盐财预（存量）2023第 10号文件，下达我局 2022

年科技科研经费及 3 个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经费 2.47 万元。主要

用于主要用于四墩子、沙边子、城西滩 3个科技示范基地运行维

护，有效保障科技示范基地正常运行。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该项目资金到位 2.47万元。

（2）该项目资金支出 2.47万元。

（3）该项目资金主要由科技局管理，用于维护基地运行。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运行维护科技示范基地数量 3个，雇佣门卫

人员数量 3个。

B、质量指标：3个科研基地全年正常运行。

C、时效指标：运行维护、维修及时率 100%。

D、成本指标：劳务费 0.99万元；购买易耗品及维修农用设

备等成本 1.48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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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济效益：带动周围农户增收

B、社会效益：维护科技示范基地正常运行，推广新技术成

果应用，促进科技发展。

C、生态效益：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D、可持续影响：项目所依据政策的可持续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区域群众满意度

≧90%。

（三）偏离绩效目标原因：无偏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十二、盐池县科技局道地中药材选种及全流程监测气象观测

数据采集项目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根据盐财（综）指标 2023第 322号文件，下达我局 2022年

道地中药材选种及全流程监测、气象观测数据采集项目经费，主

要用于盐池县科技局在沙边子科技示范基地进行专家大院改造

及灌溉管道改造等工程，使该基地在我县中药材研究、成果转化、

技术培训和现场示范等方面具有更高使用效率。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3年项目资金到位 5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根据盐池县科技局道地中药材

选种及全流程监测气象观测数据采集项目建成情况，完成维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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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院房屋墙面 417.8 ㎡，卫生间改造 33.6 ㎡，玻璃钢化粪池

5m³2 个，办公家具，空气能、暖气，厨房改造，排污泵 1 个，

电缆线、窗纱等；进行灌溉管道改造工程。共支付项目工程款

49.755256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财政项目 50万元资金统一由盐

池县科学技术局管理。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数量指标：对该项目进行工程设计，工程设计达到技术

规范及使用标准等要求；完成灌溉管道改造，管道改造达到有效

节水灌溉要求；维修专家大院房屋墙面 417.8 ㎡，卫生间改造 33.6

㎡，玻璃钢化粪池 5m³2个，办公家具，空气能、暖气，厨房改

造，排污泵 1个，电缆线、窗纱更换等，专家大院达到有效推进

我县中药材研究、成果转化、技术培训和现场示范等方面作用。

B、质量指标：使用条件达到正常使用标准。

C、时效指标：工程进度按照预定进度完成工期建设。

D、成本指标：工程建设成本 50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经济效益：可吸纳盐池周边务工人员劳务增收，效果显

著。

B、社会效益：中药材产业是继“滩羊产业”之后又一主导产

业，将促进盐池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有力的推动盐池县域经济发展。盐池县科技局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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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科技示范基地在我县中药材研究、成果转化、技术培训和现场

示范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C、生态效益：基地通过改造，可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效能，对更好研究中药材生长有积极的效果。

D、可持续影响：为进一步促进中药材研究、推广等工作具

有可持续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方满意度达到 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此次县财政拨付项目资金 50万元，但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因专家大院房屋墙面维修面积工程量减少，资金剩余 2447.44元。

在工程设计费，灌溉管道改造，专家大院维修等方面共支付资金

49.755256万元。下一步，在今后的工程实施中，做好预算及实

施工程更加精细、完整。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已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无。

盐池县科学技术局

2024年 4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