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临淄区 2019 年度水肥一体化补贴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摘 要

一、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绩效评价组人员通过数据采集、实地调研和现场访谈等方式，对获

得的数据与资料进行了深入分析，形成了临淄区 2019 年度水肥一体化

补贴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最终评分结果参见下表：

临淄区 2019年度水肥一体化补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A决策 20 16 80%

B过程 20 15 75%

C产出 30 25.35 84.5%

D效益 30 26 86.67%

小计 100 82.35 82.35%

综合评定，临淄区 2019 年度水肥一体化补贴项目总得分为 82.35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总体来看，该专项资金的投入对临淄区 2019

年度水肥一体化补贴项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项目的实施实现了水肥同

步，由过去的单一浇水向水肥营养液转变，同时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使农民从繁杂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节省了大量的劳动费用，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素质，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但在绩效目标设定、项目管理、项目可持续影响等方面需要进一步

改进和完善。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方案制定，确保水肥一体化工作落到实

处 。

临淄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围绕临淄区种植模式，多次深入基

地、园区进行调研，并专门邀请水肥一体化专家教授来临淄区进行指导。

在此基础上，临淄区委办公室、临淄区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推进节

水农业和水肥一体化的意见》，临淄区农业农村局印发了《临淄区水肥

一体化实施方案》，将该项工作列入考核镇、街道指标，并将任务分解

落实到镇、街道。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临淄区委、临淄区政府加大了对水肥一体化的资金扶持力度，在《关

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中，制定了推行水肥一

体化和高效节水农业的扶持政策，要求以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为重

点，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水肥一体化高效农业

示范区，建立以节本增效为中心的节水节肥灌溉体系，对年内水肥一体

化项目按投资总额的 55.5%给予一次性补助。

（三）试点先行，为水肥一体化开展提供基础保障。

结合山东省高效特色农业发展平台项目以及水肥一体化农技推广

项目，选取不同类型的基地进行了水肥一体化试点。通过试点，探索适

宜临淄区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和设备类型，实现田间用水用肥高效



化，为保证临淄区水肥一体化全面铺开提供了保障。

（四）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根据临淄区种植模式和种植情况，临淄区优先选择在设施蔬菜、林

果等高效经济作物上进行实施，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

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基础好、有强烈实施愿望的村集体统一开展推广水

肥一体化技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临淄区全面铺开，一并解决

种植散户水肥一体化应用问题，力争利用四年的时间在临淄区蔬菜、经

济作物上实现水肥一体化全覆盖。

（五）加大工作力度，加强督导，确保完成任务。

工作中除加大对各镇、街道的技术指导服务外，加强了对该项工作

落实情况的督导指导。每月组织人员对各镇、街道进展情况进行督导、

督促，并反馈各镇、街道工作进度，有力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三、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农民对项目认知程度不高的情况。

因宣传工作不够到位，导致农民对水肥一体化项目认知度不高，对

项目参与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二）技术培训服务不到位。

水肥一体化对农民来说是一项新技术，涉及到田间工程设计、设备

选择、购买、安装、使用、维护及肥料选择等一系列问题，实地调研过

程中发现，部分农户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培训，靠自学完

成设备操作及水肥配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

（三）镇街道发展不平衡。



由于临淄区各街道种植结构、种植模式不同，且主要针对经济作物

进行补贴，经济作物分布差异造成镇街道水肥一体化技术发展不平衡，

需要进一步扩大技术推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有待提高。

（四）项目缺乏统一验收流程，设备配套不够完善。

目前设备采购多样化，质量参差不齐，项目主管单位缺乏对项目实

施的统一监管。企业安装设计不够规范，部分配套设备的不完善性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使用效果和设备的使用年限。加上企业重销售、轻服务，

企业售后服务难以保障等原因，导致农民使用积极性不高。

四、有关建议

（一）强化宣传指导，营造社会氛围。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途径加大水肥一体化的宣

传力度，大力普及农业节水节肥知识和先进实用技术，营造全社会关注、

重视和支持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良好氛围，使广大群众牢固树立资源忧患

和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科学用水用肥观念。

（二）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技术水平。

建议项目单位组织农民开展系统培训，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使广

大农民群众掌握并准确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三）突出节肥、节水重点区域，加强示范带动作用。

认真总结临淄区在发展水肥一体化工作中的先进经验，突出节肥、

节水重点区域，主推适合临淄区的技术模式，强化系统集成和综合配套，

逐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大力培育成功典型，以点带面，切实发

挥成功经验的典型带动作用。



（四）主管单位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管，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

建议项目主管单位加强对项目施工的统一监管，增加验收流程，提

高设备质量。目前在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中，还有很多配套设备和肥料

需要进一步改进，要针对技术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与水肥一体

化设备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沟通，改进或研制出更宽泛、更简便的设备，

进一步降低投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