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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良好开局，针对常袋镇村级集体经济

基础薄弱现状，结合常袋镇区位条件和发展规划，经过认真研究

谋划，决定实施 2022 年度孟津区常袋镇农产品集体经济项目，

通过资产收益模式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脱贫户增收，促进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实现乡村振兴。

2022 年孟津区常袋镇农产品集体经济项目采用申报财政衔

接补助资金 360 万元，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模式，新建 2000 平方

米农产品仓储物流加工仓库及配套工程等，建设地点为洛阳市孟

津区常袋镇赵沟村。全部建设内容包含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

电气工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

二、绩效结论及绩效分析

评价组对照绩效指标评价体系，通过数据采集、实地调研和

问卷访谈等方式，进行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93.95 分，

评价等级为“优”。

项目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模式，新建 2000 平方米农产品仓储

物流加工仓库及配套工程等。全部建设内容包含建筑工程、钢结

构工程、电气工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用于石榴残次

果等农产品加工，石榴浓缩汁可供给饮品食品企业，增加石榴产

业效益，带动常袋镇 18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从而壮大村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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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动常袋镇石榴特色种植业发展。

但项目在绩效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项目投入运营进度缓

慢；二是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三是未制定长效运营监督管理

机制；四是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清晰，难以考核。

三、主要经验做法

（一）明确责任、强化组织，合理使用资金

一是成立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分管乡村振兴的班子成

员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相关职能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确

保项目各环节如期有序推进；二是明确职责分工。项目由常袋镇

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相关分管乡村振兴的班子成员负责摸底

调查、任务落实、跟踪管理；常袋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项目管

理、资料收集等工作；财政、纪检负责资金监督、督促检查、项

目验收等；三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省、市、区有关项目

管理和经费管理规定执行，严格招投标管理，合理控制成本、使

用资金；四是孟津区常袋镇人民政府按照程序申请拨付资金，程

序合规，监督到位，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二）建立帮扶机制，带动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就业增收

在项目实施前制定完整有效的项目实施方案，建立帮扶机制，

以村集体经济为龙头，带动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就业。项目建设完

成后，由常袋镇人民政府委托运营公司经营，由镇政府每年通过

党政联席会差额分配给相关 18 个村作为集体经济收入，由各村

制定具体收益分配方案，进行差异化二次分配，奖补激励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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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公益性岗位，增加就业机会，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增收和

村集体经济发展。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投入运营进度缓慢

2022 年度孟津区常袋镇农产品集体经济项目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开工，2022 年 9 月 20 日完工并通过验收，2022 年 11 月 15

日项目才进行正式移交，由孟津区常袋镇人民政府与洛阳荣驰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移交管理协议。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

计划于 2022 年 9 月建立健全相关档案资料，进入项目运行。目

前项目已经完工并办理移交手续，但暂未投入运营使用，项目投

入运营进度较为缓慢。

（二）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实施单位孟津区常袋镇人民政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未针对

该项目制定施工过程管理制度、项目实施过程监控管理制度及项

目档案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三）未制定长效运营监督管理机制

孟津区常袋镇人民政府未制定长效运营监督管理机制，在项

目后续运营中持续进行监督管理。

（四）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清晰，难以考核

该项目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但部

分指标不够准确、清晰，难以衡量。一是设置数量指标为“项目

所在乡村贫困人口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数”，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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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不够准确，未针对项目具体实施内容进行量化设置；二是设

置社会效益指标为“带动贫困户、边缘户≥794 户”，该指标设

置不够清晰完整；三是设置可持续指标为“带动产业发展 1 个”，

该指标不够清晰，后期难以进行考核。

五、有关建议

（一）加快项目投入运营进度

一是目前项目已经完工验收并办理移交手续，孟津区常袋镇

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成立工作组，加快项目投入运营进度，与专业

运营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并加强项目监管和项目运营维护，

保证项目能够长期发挥效益；二是孟津区常袋镇人民政府与各村

应尽快制定具体收益分配方案，进行差异化二次分配，奖补激励

或开发村级公益性岗位，增加就业机会，带动脱贫户和监测对象

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健全项目管理制度

一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针对具体项目制定符合该项目

施工过程的管理制度、项目实施过程监控管理制度及项目档案管

理制度等；二是应当对以往建立的各种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对已

不适用的制度要进行重新制定，对交叉重叠、相互矛盾的制度要

进行重新整合，对有缺陷、有漏洞的制度要进行不断完善，填补

制度建设的空白；三是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和业务管理规定，当项目发生变动后，应当制定新的工作计划及

实施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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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定长效运营监督管理机制

孟津区常袋镇人民政府应制定长效运营监督管理机制，明确

各级主体责任及监督职责，适当增加奖惩措施，在项目后续运营

中持续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提高后续资金使用效益。

（四）合理设置绩效指标，提高绩效自评工作质量

在设置绩效指标时，应当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在设置绩效目标时，应当将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

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所设置的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应当与实际

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应当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就该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而言，有以下几点建议：1.因项目实施

内容为新建 2000 平方米农产品仓储物流加工仓库及配套工程等，

建议对农产品仓储物流加工仓库的建设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将产出数量指标设置为“农产品仓储物流加工仓库建设完成率”

及“配套工程建设完成率”等指标。若在公益岗农户上岗前进行

规范化管理、技术指导等专业化培训，建议增加数量指标“培训

工作完成率”，全面考核培训工作的完成情况；2.产出质量指标

应当对数量指标进行全面考核，建议对项目验收情况进行考核，

质量指标设置“验收合格率”指标等；3.产出时效指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建议时效指标增加“工程

建设完成及时率”“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及时率”等；4.社会效

益指标可针对前期宣传效果设置“政策知晓率”指标，针对施工

过程安全状况设置“安全事故和施工投诉情况”指标，针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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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机制可设置“就业机会增长情况”指标；5.针对工程可使用

年限将可持续指标设置为“预计使用年限”等，考察项目实施对

项目新建车间使用年限的可持续影响；6.将满意度指标设置为具

体的受益对象满意度指标。

（五）探索社会资本入股乡村振兴，降低财政资金投入风险

政府全额出资存在一定的投入风险，建议积极探索政府与社

会资本共同出资的方式，研究制定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入股合

作社（企业）管理办法，明确合作社条件、入股程序、股权分配、

资金管理、财务核算、投资回报等。市、县、乡镇乡村振兴部门

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入股资金安全，切实保障脱贫户及监测对

象的利益，降低财政资金投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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