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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9 年 3 月 24 日

职能定位：县农业农村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关

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按照县委工作要求,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主要职责是：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

的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组织起草农业农村有关规范性文

件，负责农业综合执法。参与农业农村经济与发展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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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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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监督

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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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筹全县

扶贫开发和老区建设工作。牵头起草扶贫开发、老区建设的

规范性文件,拟订相关规划、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扶

贫开发工作督查考核评估,指导推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

社会扶贫。5、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工作。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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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农业机械化等

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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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监督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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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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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

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

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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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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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有关农业生产

资料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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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县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动植

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

扑灭疫情。11、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

制改革建议。编制县级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

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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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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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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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市农业

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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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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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建立健全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体制机制,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

度,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推

进扶贫开发政策与民生保障政策有效衔接,补齐贫困地区基

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发展短板,统筹做好扶贫协作和老

区建设发展工作。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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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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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步下放审批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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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人员机构构成:局本部内设股室 15 个，分别是办公

室、法规与改革股、发展规划股、财务与审计股、农村社会

事业促进股、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扶贫规

划开发指导股（县老区建设办公室）、市场信息与科技教育

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股、种植业管理股、畜牧兽医与渔业股、农业机械化管理股、

农田建设管理股、执法大队、人事股。

下属单位具体包括：新丰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丰县

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中心。

（一）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种植业。2022 年我县粮食种植面积任务为 13.6 万亩，

其中大豆种植任务 0.51 万亩。2022 年我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约 13.99 万亩，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约 0.52 万亩，完成上级下

达的粮食大豆生产任务。

2.畜牧业。2022 年市下达我县畜禽稳产保供和转型升级

工作考核指标为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 0.75 万头，能繁母猪

最低保有量 0.7 万头，2022 年第三季度能繁母猪存栏 8995

头；2022 年末生猪出栏量≧18 万头；规模猪场最低保有量

25 个，现我县规模猪场共有 96 个。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数量不断壮大。通过积极培育，



2022 年，新增 1 家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4 家市级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4 家县级农业龙头企业，7 家县级示范合作社，

1 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和 7 家县级示范家庭农场。目前，已

有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25 家（省级 4 家、市级 6 家），

县级以上示范社 35 家（国家级 3 家、省级 3 家、市级 4 家），

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26 家（省级 5 家、市级 7 家），我

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数量不断壮大。

4.完成市下达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任务，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定量检测农产品超过 400 批次，发现并处理销毁问题

农产品 4 批次，高质量完成市下达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 4 宗。

5.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返贫监

测帮扶机制进一步完善，2 户 4 人纳入监测并制定帮扶措施；

扶贫产业项目进一步得到巩固提升，546 个扶贫资产总体上

实现有效监管，新增 3 家乡村振兴车间；完成 7 个镇（街）

乡村振兴规划编制，谋划并实施一批驻镇项目；持续开展

“6·30”活动和落实“三保障”、饮水等民生政策。

6.乡村振兴全面发展。一是强化农村基础整治。持续实

施“三清三拆三整治”“三清一改”为主的村庄清洁行动，

高质量完成农村环境整治百日攻坚。100%完成农村厕所问题

摸排整改和改造建设公厕、户厕的目标任务。二是大力促进

风貌提升。拆除破旧泥砖房 2.6 万平方米，打造美丽庭院 142

个、“四小园”705 个。建成丰城街道双良村、马头镇乌石岗



村等风貌提升示范村，打造“云髻乡韵”“芳华水韵”“龙飞

新韵”3 条风貌提升示范带。实现 141 个行政村达到干净整

洁村标准，达 100%，其中，美丽宜居村 85 个，达 60%。

7.政策性农业（农房）保险顺利开展。2022 年，我县政

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为 2040.06 万元，达到市级部门下达

的 2022 年保费规模达到 764.42 万元的目标任务；2022 年我

县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81617.63 万元，根据保险深度=保费规

模/第一产业增加值测算，我县保险深度达到 1.12%，达到保

险深度增长 1%的要求。完成当年政策性农房保险的承保工

作，实现全县农房保险的全覆盖，参保率达到 100%；有效降

低农村居民因灾损失，帮助其重建家园。

8.“丰收节活动”顺利实施。我县承办的以“庆丰收迎

盛会”为主题的韶关市庆祝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

幕式。主会场活动围绕农事、农耕、农趣，开展乡村民俗汇

演、非遗文化表演、乡村振兴典型人物风采展现、表彰颁奖

等多种形式活动，以及组织韶关市乡村振兴成果展、名优特

农产品展示展销区、现代农机展、乡村美食品鉴和系列农事

趣味体验活动。此次丰收节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同

时也获得广大农民朋友的广泛赞誉，有效激活了我县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为进一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城乡

消费扩容、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部门整体支出主要绩效目标



1.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加强对养殖企业（户）的生产管

理的监管，确保强制免疫密度达到 90%以上、抗体免疫率达

到 70%以上、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完成率达到 100%、

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处置率达到 100%，当年我县未发生大规模

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情传播途径，促

进我县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2.粮食安全生产。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13.72 万亩，完成

上级部门下达的 13.62 万亩的任务量；粮食总产量 5.47 万吨，

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 5.44 万吨的工作任务；水稻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70%以上；当年我县未发生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暴发事件，未发生重大植物疫情恶性蔓延事件。

3.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样本

量 353 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量 73 批次，完

成上级部门下达的 400 批次的工作任务量；屠宰环节病死生

猪 100%进行无害化处理，当年我县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故。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开展，有效地保障了我县居

民“舌尖上的安全”。

4.推进农田建设。当年度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0.99万亩，

因受疫情与气候影响，项目实施进度未达预期；已完成复耕

整治撂荒地面积 0.36 万亩；建立高标准农田（含垦造水田）

长效管护机制。



5.耕地污染防治（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种植结构调

整）。2022 年我县受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面积达到 8606.23

亩；重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面积 153.27 亩，

完成了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工作量。

6.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含村内道路硬底化）。建立村庄清

洁长效管护机制；当年度完成改造提升的农村厕所数量 33

个；建立农村厕所革命长效管护机制。当年度新增完成村内

道路基本硬底化的自然村数量达到 108 个。

7.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帮扶对象人口数达到 0.78 万

人；带动帮扶对象增加收入达到 50 万元；当年未发生规模

性返贫。

8.农业综合执法。开展农资打假，巡查检查 32 次，出动

执法人员 178 人次，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3 份，没收过期农

药 166 包，确保农民买到放心农资；开展打击电、炸、毒鱼

行动，巡查执法 65 次，指导各镇（街）行政立案 6 宗，收

缴背包式电鱼机 5 台；一年来共出动 963 人次，检查农业企

业、家庭农场、农资门店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510 个次，立

案查处行政案件 8 宗。切实维护农业生产秩序，保障农业生

产资料及农产品安全。

9.全面推进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坚持规划先行，聘请有

资质的、专业性强的规划公司为县镇村未来的乡村振兴规划

蓝图编制详细的发展路线。加强驻镇工作队管理，出台《新



丰县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试行）管理办法》和《新

丰县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压实工作

队责任，为做好我县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提供政策指引。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部门预算收支构成及资金来源：主要为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支出），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我部门预算资金 5945.01 万元，决算资金

20350.87 万元，执行率 342.32%。决算资金大于预算资金的

主要原因是，上级专项资金不纳入年初预算，因此决算金额

较年初预算金额差异较大。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1.通过实施动植物疫病防控，确保强制免疫密度达到90%

以上、抗体免疫率达到 70%以上；开展防治红火蚁、农业技

术推广、培育发展高素质农民等工作，保障了我县畜牧业及

种植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持续为我县第一产业带来可观的

经济效益。

2.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污染耕地治理，完成高标

准农田建设 0.99 万元、污染耕地治理 0.86 万亩等，确保我

县土地的平直、灌溉和排水得到建设、防护措施到位，保障

农田的可持续及高效利用，从而保证粮食的稳定高产，提高



种粮户的经济收入。

3.通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 400

批次的农产品检测工作任务量，有利于我县企业标准化生

产，提高农产品质量，从而满足城乡居民对高质量食物日益

整张的需求。组织农民生产优质农产品，无公害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的标准体系，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

质量控制，增加市场份额，促进农业增效，带动农民增收。

4.通过实施政策性农业/农房保险，一是有利于减少灾害

带给农业企业（农户）的经济损失，减少农民收入波动，确

保农民可以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和生活，消除灾害带来的不良

影响，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的稳定。二是有利于保障农业投

资安全。有了农业保险作为风险保障，农民可以较为放心地

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投入，扩大农业再生产，增加生产经营收

入。

5.通过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小额信贷贴息、防

返贫监测等工作，有效防止了大规模防返贫事件，极大增强

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通过实施新农村建设、驻镇帮镇项目，有效改善了我

县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成设施较为完善、

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新农村。从而促进我县农村的经济发

展、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加本地村民的就业机会。

（三）自评结论



我部门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及年初制订

的绩效目标，自评 90 分。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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