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市通州区水产技术指导站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概述和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南通市通州区水产技术指导站是南通市通州区农业农

村局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无内设机构，无下属单位，属全额

拨款事业单位。

（二）单位主要职能

参与制定全区渔业生产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水产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选育、试验、示范和

推广；负责对水生动植物跨境的检验、检疫，水产养殖病害

和疫情的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参与渔业水域环境的监测；

指导水产养殖行为和投入品使用。

（三）人员构成情况

南通市通州区水产技术指导站核定编制 8 人，2022 年末

实有在职在编事业人员 8 人，退休人员 2 人。

（四）年度主要工作计划

1、以项目实施为抓手，对照考核要求，把常规工作做

实做细，做出创新点，确保各项考核省、市先进等次。

2、进一步挖掘潜力，在自身规模受限情况下，勇于突



破，提高工作难度，通过新技术、新成果等荣誉奖项，实现

争先创优的目的，继续加大科研公关力度，广泛和科研院所

合作，为明年成果申报做好相关准备。

二、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一）预算批复与调整情况

1.年初预算批复

2022年年初预算收入为248.6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248.68万元。

2022 年年初预算支出为 248.6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46.05 万元，项目支出 2.63万元。

2.年度预算调整

本单位年中净调减预算 5.86 万元，其中：收入预算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调减 5.86 万元。支出预算中基本支出

调减 6.82 万元，项目支出调增 0.96 万元。年末部门预算支

出数 242.8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239.23 万元，项目支

出预算 3.59 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预算调整。

（二）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度收入决算数总计 229.15 万元。同比上年收入

决算总计增加 14.06 万元。主要是人员工资福利调增。年度

收入决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28.19 万元，事业收入

0.96 万元。



2.整体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 年度支出决算数 229.15 万元，预算执行率 94.37%，

同比上年支出增加 14.06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福利调

增。年度支出数中基本支出 225.63 万元、项目支出 3.52 万

元。

3.“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数为 2.05 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87万元，完成预算的 93.5%，比上

年决算增加 1.14 万元，其主要原因为业务量增加且上年度未

充值加油卡；公务接待费 0.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36%，比上

年决算减少 0.14 万元，其主要原因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减

少公务接待。

三、单位年度内部管理工作

本单位各类制度包括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

度、人员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健全完整，执行情况良好，

各项工作开展以制度为依托，规范有序。

四、单位重点工作履职情况

（一）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基础，严明纪律

紧绷党风廉政教育这根弦，深入开展主题党课，将党风

廉政建设作为每次站务会的必修课。以先进典型为榜样，鼓

舞干劲；以警示教育为底线，防微杜渐。增强责任意识、法

律意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在局机关管理制度基础上，完善考核机制，制订了与我

站工作相配套的工作制度，并严格执行。一是扎实推进机关

效能建设和责任制落实，进一步规范各项工作，严格上下班

制度、工作会商制度。二是明确人员工作任务分工和职责，

建立了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将平时考核进行量化，将每项重

点工作落实到人，并将完成情况作为年终评先评优的主要依

据。

（二）以岗位工作职能为依托，稳产保供

1、积极开展技术服务工作。以东社镇的 5 个河蟹养殖

基地为依托，大力推广河蟹“1132”生态养殖技术，为农户

提供池塘改造、水草种植、苗种选择、水质调控、病害防治

等方面的技术指导。示范区亩产河蟹 200斤，大规格成蟹的

比例在 6 成以上，由于规格大、外表干净、肉质鲜美，深受

消费者的欢迎，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推广效果。

2、以实验室能力建设为抓手，重点做好全区疫病防控

工作。今年省局下达的实验室疫病预防控制 40 个样本检测

任务，目前已完成，主要采集鲫鱼、鲢鱼、鳙鱼、鳊鱼、小

龙虾等品种，发现细菌性阳性样本 16 个，从选用优质苗种、

控制病害发生、精准用药、加强日常管理等方面着手，对相

关养殖户进行病害防控技术指导，同时进行安全用药安全宣

传。

3、做好重大水生动物疫病监控工作。分别在五接镇、



兴仁镇、兴东镇、西亭镇、东社镇对鲫鱼、鲢鱼、鳙鱼、锦

鲤开展鲤春病毒、疱疹病毒病、造血器官坏死病进行监控。

同时选择通州区水产养殖场、南通润发生态农业生态有限公

司、南通市通州区农胜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了 3

个病害测报点。每月发布疫情防控信息，让养殖户提前做好

防范。

（三）以目标考核任务为重点，狠抓落实

1、着力推进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放工作。根据南通市

关于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放的工作要求，今年我区要完成

200 亩以上养殖池塘的生态化改造任务，涉及东社、十总、

西亭、金沙、刘桥 5 个乡镇 15 家养殖单位。年初我站对 15

家单位一一走访，告知其养殖尾水达标排放的相关政策，并

详细了解各单位当前的养殖品种。根据省里的池塘生态化改

造实施标准，同时针对不同的养殖品种对 15 家单位制定一

户一策的改造方案，并发放池塘改造技术手册。成蟹、扣蟹

养殖单位要预留养殖面积不少于 8%的池塘用于尾水排放；

大宗鱼类、南美白对虾养殖单位要预留养殖面积不少于 10%

的池塘实施“三池两坝”改造，实现养殖尾水达标排放目标。

在养殖单位实施池塘生态化改造的过程中，我站积极参与实

地指导，提供改造方案等技术参考。截止 6 月底，15 家单位

的池塘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

2、不断提高水产特色养殖占比。水产特色养殖的占比



能够直观的反映水产行业的发展水平，去年我区的水产特色

养殖占比已经达到了 80.2%。十总镇上雁村大力发展水产特

色养殖，目前全村已形成 1600 亩虾、蟹特色养殖规模，辐

射带动了周边乡镇水产特色养殖的发展。但各乡镇的特色养

殖发展水平参差不一，为了能够均衡特色养殖的发展，今年

我区要求各乡镇特色水产养殖面积要占规模养殖面积 82%

以上。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水产站将技术推广活动向特色养

殖薄弱乡镇倾斜，向养殖户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河蟹套养名

贵鱼类、鱼虾蟹多品种混套养、池塘特色品种养殖等高效养

殖模式，促进特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目前各乡镇已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3、扎实开展外来入侵水生动物普查工作。此项工作是

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省、市两级业务部门高度重视，组织

了多次培训会议。我区立足工作实际，精心谋划，率先启动，

在南通地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8 月份我站积极筹

措资金，通过邀标方式确定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为第三方，参与普查工作。9 月中旬，我站立即组

织第三方开始今年的普查任务，对全区 15 个乡镇（包含张

芝山镇和滨海园区）逐一开展普查工作。为了保证普查质量

我站全程参与，杜绝“一包了之”现象，精心规划普查路线，

科学选择踏查点和采样点。截止 9 月 26 日，我区率先完成

秋季普查任务，共踏查和采样 48 个点位，其中 1 个点位发



现巴西龟，3 个点位发现福寿螺，4 个点位发现食蚊鱼，1 个

点位发现大口黑鲈，2 个点位发现克氏原螯虾。在全市普查

工作推进会议上，我区就外来入侵水生动物普查工作，作了

经验介绍，为其他兄弟县市提供了技术参考。

（四）以特色创新工作为亮点，优化服务

1、开展结对帮扶服务，优化服务质量。我站安排技术

专家与 5 家缺少养殖技术、产量低的养殖户对接，开展结对

帮扶服务。这种服务模式，能够让我们的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在时间上更具延展性。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站对 5 家单位

的生产能力、存在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并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相应的服务方案。定期上门了解养殖情况，随时提供技

术服务，成为养殖户的贴心“管家”。

2、通过网络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为了帮助养殖户拓

宽销售渠道，水产站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现场教授养殖户

利用抖音、YY 等网络平台，线上销售水产品。通过现场直

播水产品的养殖过程，提升消费者的参与感，让他们切实了

解绿色生态养殖模式，从而达到销售目的。

五、单位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及评价结果

（一）绩效评价目的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水产技术推广工作，进一步理清部

门职责，规范资金管理，强化资金使用效益意识，提升资金

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为加强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

用效益，我局及时成立了预算绩效管理自评领导小组，由陈

巧云、花继东任组长，财务科等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专

门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自评工作中坚持以绩效考核的各

项文件精神为指导，认真梳理单位全年整体绩效完成情况，

结合指标评价规则，有理有据地对整体各项指标进行一一的

评价考核打分。

（三）绩效评价结果

经汇总，单位绩效评价结果为 98.78分，整体绩效为优。

从考核结果来看，单位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绩效答卷。

六、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今后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预算管理意识不够不太强；2.各项规划与计划的制订

精细度不够强；3.全员参与重点工作意识不足；4.对重点项

目的跟踪管理与日常监督不够。

（二）改进措施

1.加强预算和政策宣传，在全体人员树立全员预算观念；

2 加强计划和规划制订的针对性，提高计划的贴紧度和精细

度；3.在中心人员树立全局意识、大局意识、中心意识，切

实提高主人翁感与责任感；4.做好对重点项目工作的跟踪管



理与日常监督，推动重点项目的工作进度，确保项目的如期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