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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财农指〔2021〕56 号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各地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精神，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

发〔2020〕30 号）、《财政部等 11 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财

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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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通知》（财农〔2021〕101 号）要求，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

意，结合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现下达你地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万元（详见附件），专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年终地市财力科目列“1100231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支出科目列“21305 巩固脱贫衔接

乡村振兴”，并向我厅编报决算。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地市接此通知后及时将资金预算指标下达至县（区）

财政部门，并做好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切实落实项目主管

部门的主体责任，由项目主管部门填报绩效目标，经同级脱贫

攻坚指挥部审核同意后，报上级脱贫攻坚指挥部、行业主管部

门及同级财政部门，并及时将项目资金绩效目标逐级录入到扶

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管好用好资金，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根据《财政部等 11 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要求，2021

年脱贫县继续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整合资金按

照财农〔2021〕22 号文件和自治区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

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各地市要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用途安排使用资金，坚决杜绝用于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的负面清单事项。要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工作，优先选择前期

工作到位的项目，将资金尽快落到具体项目，避免资金闲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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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督促加快工作节奏，抢抓工期，尽快发

挥出财政资金效益。要持续强化资金监管，在向下级财政部门拨

付资金时，要在指标文件中注明资金层级、名称及具体规模，并

同步导入原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

沟通衔接，项目进展、资金支出等要做到口径、数据统一，杜绝

虚报、瞒报、乱报，对于弄虚作假的，自治区将严肃处理。 

四、各地市要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有关“花钱必问效、无

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督促指导行业主管

部门切实落实好资金使用管理和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于 12 月

31日前填报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2）并报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

财政厅备案。 

特此通知。 

 

附件：1.西藏自治区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分配情况表 

2.2022 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及

审核表（范本）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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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财政部、财政部四川监管局，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西藏自治区党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乡

村振兴局、发改委、民委，各地市乡村振兴局、发改委、民

委。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附件

序号 地市、县（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

金分配计划
以工代赈任务

少数民族发展任
务

备注

四 林芝市 76935 904 9289.41

1 巴宜区 14000 107 1004.38

2 米林县 11000 1740.67

3 朗县 12335 1470.72

4 工布江达县 12100 756.87

5 波密县 10000 797 750.01

6 察隅县 9000 1708.88

7 墨脱县 8500 1857.88

西藏自治区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总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必填）：★…… ≥ …… …… ……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2（必填）：…… ≤ …… …… ……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1（必填）：★…… ≥ …… …… ……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2（必填）：…… ≤ …… …… ……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指标（必填）：…… 定性 …… …… ……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必填）：★…… ≤ …… …… ……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2（必填）：…… ≤ …… …… …… 反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指标（选填）：…… …… …… …… ……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指标（必填）：★…… …… …… …… …… ……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

标
指标（选填）：…… …… …… …… …… ……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必填）：…… …… …… ……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指标（必填）：…… …… …… …… …… ……

    注：以上是“绩效指标”的填写范例，具体填写时应按照《规范问答》的有关要求并结合项目实际。除《规
范问答》中明确的相关情形外，“必填”内容不得少于上述范例，可增加行数；可用“★”标记核心三级指标，
并通过权重体现其重要性水平。

绩效指标

项目资金（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属性 项目期

年度/项目资金总额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及代码

附件2

xxx绩效目标表

（　     　年度）

填报日期：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

权重分值 自评打分 审核打分

5

5

5

5

7

8

8

7

8

7

8

7

5

5

5

5

100 0 0

— 差 差

指标科学性（15分）

目标相关性（15分）

明确清晰性（10分）

规范完整性（10分）

总  分

综合评定等级

完整性（20
分）

相关性
（30分）

适当性
（30分）

可行性
（20分）

条件充分性（10分）

实现可能性（10分）

资金匹配性（15分）

绩效合理性（15分）

绩效目标与项目资金量是否匹配，
在既定资金规模下，绩效目标是否
过高或过低；或要完成既定绩效目
标，资金规模是否过大或过小

绩效目标与相应的支出内容、范围
、方向、效果等是否匹配

绩效目标是否经过充分调查研究、
论证和合理测算

绩效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是否充分，
是否考虑了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

项目实施方案是否合理，项目实施
单位的组织实施能力和条件是否充
分

内部控制是否规范，预算和财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

总体目标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

总体目标与本部门（单位）职能、
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是否密切相关

绩效指标是否全面、充分，是否选
取了最能体现总体目标实现程度的
关键指标并明确了具体指标值

绩效指标是否细化、量化，便于监
控和评价；难以量化的，定性描述
是否充分、具体

预期绩效是否显著，是否能够体现
实际产出和效果的明显改善

预期绩效是否符合行业正常水平或
事业发展规律；与其他同类项目相
比，预期绩效是否合理

审核项目及分值 具体内容

绩效目标填报格式是否规范、符合
规定要求

绩效目标填报内容是否完整、准确
、详实，是否无缺项、错项

绩效目标是否明确，内容是否具
体，层次是否分明，表述是否准确

绩效目标是否清晰，是否反映项目
的主要内容，是否对项目预期产出
和效果进行了充分、恰当的描述

项目属性 项目期

审核情况

审核内容 审核要点 审核意见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及代码

附件3

xxx绩效目标审核表

（　   　年度）

审核日期： 审核人及电话：

《绩效目标表》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