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广州市荔湾区农业农村局2022 年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广州市荔湾区农业农村局的主要职责是：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的政策，统筹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起草农业农村有关规范性文件，依职责负责

农业违法案件的查处，指导、监督属地街道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参与农业农村经济与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政

策建议。

2.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

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协调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配合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和农耕

文化建设工作落实。

3.统筹全区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统筹落实国家、

省、市下达的对口帮扶、对口支援等工作任务；承办区委、

区政府交办的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地区的有关事务；承担区

对口支援协作和帮扶合作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4.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的政策。牵头负责农村综合改革有关工作。负责农民

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

作。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5.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发展工

作。培育保护农业品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

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

作。

6.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

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蔬菜、花卉等农产品生产。组织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

准化生产。负责渔业管理，协助渔政渔港监督管理。负责农

田整治项目。

7.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发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信息。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指导农

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8.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以及农业生物物

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

作。负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指

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

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产业发展。牵头管理外来物种。

9.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组



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

行业管理。

10.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负责

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

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疫情扑灭工作。

11.负责农业投资管理。编制区级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

划，按规定权限审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

安排和监督管理。

12.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指导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配合开展农业

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

配合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3.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

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指

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工作。

14.牵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

事务，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和境内外农业交流合作，参与

执行有关农业援外项目。

15.负责农业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指导农业农村行业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16.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17.职能转变

（1）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协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

（2）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相关农业生产资料、农业

投入品的监督管理，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严防、严管、严控质量安全风

险，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

（3）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加强对行业内交叉重复以及

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农业投资项目的统筹整合，最大限度

缩小项目审批范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提升支农政策

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2 年，我部门预计总收入 3821.70 万元（见附件 1 表

1《2022 年部门预算预计收支总体情况表》），其中本年收入

3821.7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年初结转

0 万元；预计总支出 3253.42 万元。

二、重点支出与政策落实情况

2022 年，区农业农村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围绕推动农业安全生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规范集体经济组

织经营管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重点，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推动荔湾高质量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一）推动现代都市农业产业发展

一是扎实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继续深化食



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全链条全过程

全方位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整治行动、食用农产品“不安全

不上市”三年行动，印发了《荔湾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

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三级网格，落实街道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日常巡查和监管，建立种植户信息、

种植品种、用药用肥台账，与种植户签订承诺书，指导种植

户规范安全使用化肥和农药，禁止使用违禁农药。组织第三

方监测单位定期到产地进行抽检,全年共完成实时风险监测

627 份，例行检测17个，定量风险监测44个，合格率均为

100%。

二是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大力开展农药化肥减量使用行

动，落实农药化肥使用量调查统计、科学施肥用药、农药固

体废弃物回收处置、宣传引导等工作，继续实施农药化肥零

增长行动，引导鼓励农民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强

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流动巡查，防止禁养区畜禽养殖

反弹。

三是全面加强水生野生动物监管。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多措并举强化水生野生动物监管。积极配合省、市

渔业主管部门开展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申请的受理初审

工作，为我区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和依法养殖、经营打下良好

的基础，我区共核发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 121 个（包

含红珊瑚 56 个），水生野生人工繁育许可证 67 份。

四是扎实做好动植物疫病监测防治工作。坚持常态化做

好动植物疫病和红火蚁防控工作，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相关部门、街

道、经济联社落实红火蚁监测及消杀工作。防治面积 159.21

亩，基本控制在二级（轻度）以下发生水平，全区没有发生

因红火蚁大面积恶性蔓延危害而造成耕地连片撂荒或人员

严重伤亡事故。加强禽流感免疫管理，完成春、秋季禽鸟免

疫 3684 只，农村犬只 4339 只，免疫率 100%。严把检疫关，

落实动物检疫申报制度，规范动物产地检疫和动物产品检疫

分销换证工作，据统计，受理产地检疫 26 批次，检疫猫 19

只、犬 7 只；分销换证申报 1912 批次，冷冻动物产品 612

吨、冷冻乳猪 9999 头。

五是积极推进农业保险投保工作。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

推进力度，深入田间地头和农业生产企业加大宣讲推介，今

年我区共完成投保50.137 万元。

（二）持续提升联社治理

一是规范经济联社经营管理。完善经济联社经营管理制

度体系，印发经济联社管理制度汇编，督促联社加强执行落

实。加强“三资”交易监管，开展“三资”领域腐败问题整治

行动、“三资”平台异常数据整治行动、经济合同清理整治

行动和债权债务清理整治行动，升级三资平台。

二是继续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督促成员单位按照职能职

责做好农村和渔民防控专班职责。提级加强城中村常态化疫

情工作，成立区加强城中村常态化疫情工作专班，制定印发

工作指引，加强城中村常态化重点场所、来穗人员防控和环

境卫生监测整治措施，进一步加强城中村常态化防控措施，



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广泛发动疫苗接种，并加强督查督导，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三是研究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社社域环境卫生保洁和治

安管理工作水平。深入经济联社开展实地调研了解现有卫生

保洁和治安保卫队伍建设、人员配置、服务标准和经费投入

等情况，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各经济联社共同拟制“两支队伍”

建设的工作方案，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社社域

卫生保洁工作的通知》和《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社保安员治保

队伍建设工作的方案》，有序推进“两支队伍”建设工作。

（三）稳步推进对口帮扶

1.迅速谋划部署，保障资金投入。先后印发《荔湾区2022

年东西部协作工作要点》、《荔湾区 2022 年省内帮扶工作要

点》、《2022 年荔湾区对口帮扶工作计划》、《荔湾区驻镇帮镇

扶村“联社互联动，村社共振兴”计划工作方案》和《荔湾

区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经费及人才补助待遇保障的

工作指引（试行）》等文件。组织交流互访近 200 人次，投

入对口帮扶财政资金 1.7亿多元，发动社会捐款约635 万元

用于对口帮扶工作，着力解决帮扶地区生产生活刚性需求。

2.精心谋划省内帮扶工作。一是扎实做好对口帮扶连州

工作。深入对接“广清一体化”，进一步深化合作交流。二是

稳步推进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主要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确保工作“三落实”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荔湾区五

个驻镇工作队协助定点帮扶的镇共整合撂荒地25989亩，展

开实施复耕复种产业项目 26个，打造富民增收新引擎。三



是打造荔湾特色帮扶新亮点。充分发挥荔湾区经济联社发展

管理先进经验软实力，为梅县区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开启省内帮

扶工作村村、村企结对的先河，被列入《广州市 2022 年度

驻镇帮镇扶村工作要点》在全市推广。

3.全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工作。一是强化产业融合，助推

招商引资。深化拓展“广研贵造”“贵产广销”合作模式，助力

企业落地。二是强化劳务协作，促进人才交流，积极推进两

地在人才方面的交流合作。三是强化文化协作，实现共融共

通。通过两地非遗协作，将广式营销理念植入非遗产品，探

索乡村振兴文化发展的新路径。

4.其他对口帮扶工作。一是协助西藏松宗镇发展天麻、

松茸等特色优势产业，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二是跟进培育西

藏松宗镇和新疆布拉克苏乡已落地项目，用好计划外援助资

金，解决好民生问题；三是继续做好对口支援齐齐哈尔和巫

山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