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科研与推广 主管部门
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3年 完成时间 2025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丁彬86155

826

立项必要性

1、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众的食用消费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从吃饱转为追求更加营养

、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健康导向型消费模式。与之相适应的，我国农业也已进入以营养为主

的3.0时代，这就要求我市花生和芋产业在绿色高效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营养品质的提升，增
强芋的营养和健康效益，品种改良是提升营养品质的最佳手段。                                                    

2、泰州是江苏克氏原螯虾重点生产地区之一，全市克氏原螯虾养殖面积40多万亩，主要养殖模

式有池塘精养、蟹池套养（轮养）、稻田养殖、藕田套养、河沟增养等，产量约2万吨，产值近

10亿元，产业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近年来，稻田养殖克氏原螯虾面积开始缩小，稻虾高效养
殖模式没有得到广泛的实际应用，因此开展试验示范推广十分必要。                                                  

3、青虾作为我国淡水水域的主要经济虾类，其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是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

名贵水产品，已成为发展泰州渔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渔（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4、西甜瓜种植要求高，农户多以经验种植为主，开展西甜瓜标准化种植与技术培训对于提升为
市西甜瓜产业提档升级尤为重要。

实施可行性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泰州市农业科学院）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和泰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组建的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全所现有在职人员27名，其中高级职称8名，硕士以上学历

22名。目前，我所拥有7000 m2的实验办公条件，8个标准实验室，1个500m2的组培室，600亩试

验基地。截至目前，我所成功申报国家省市级科技项目89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项，省级项目
33项，共争取项目资金5000余万元。授权专利14项；在国家级农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

余篇；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项，江苏省

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江苏省农业丰收奖二等奖3项等。

项目实施内容

1、西瓜、甜瓜新品种引进、示范；2、芋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3、高黄酮芋头遗传材

料筛选及高黄酮芋头资源的示范展示；4、开展适应全省花生生产要求的新品种筛选试验研究以
及配套技术研究；5、开展稻虾共作优质水稻品种筛选试验示范、克氏原螯虾与河蟹混养试验示

范、稻虾综合种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85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85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农业科研与推广 255 850



中长期目标

目标1：建立示范基地600亩以上，稻麦全程机械化率达到90%以上，芋头增产15%以上，化学农
药使用量减少20%左右，亩增效益4000元左右；目标2：开展技术培训20期次，培训农民500人

次；目标3：建立高黄酮资源示范展示基地5亩，类黄酮含量较当地主栽品种提高1倍以上。推动

泰州芋头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目标4：引进省内外新品种15个、

集中展示优质水稻新品种5个以上、形成技术体系2个。

年度目标

目标1：建立示范基地15个，示范面积600亩，示范品种25项；目标2：开展技术培训及观摩会20

场次，培训农民500人次；目标3：引进省内外新品种15个、集中展示优质水稻新品种5个、形成

技术体系2个。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3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技术培训及观摩会 ≥10场次 ≥20场次

集中展示优质水稻新品种 ≥2个 ≥5个

建立示范基地 ≥15个 ≥15个

示范面积 ≥600亩 ≥600亩

引进省内外新品种 ≥6个 ≥15个

示范品种 ≥15项 ≥25项

培训农民 ≥200人次 ≥500人次

质量指标 形成技术体系 ≥0个 ≥2个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带动农业产业增效 ≥10% ≥10%

社会效益 科技帮扶经济薄弱村数 ≥1个 ≥1个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科技支撑乡村振兴能力 提升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科技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科研试验 主管部门
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3年 完成时间 2025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00

立项必要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众的食用消费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从吃饱转为追求更加营养、
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健康导向型消费模式。与之相适应的，我国农业也已进入以营养为主的

3.0时代，这就要求我省花生产业在绿色高效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营养品质的提升，增强花生

的营养和健康效益。每年芋疫病在我市各个芋头产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一般年份减产10%左

右，重发年份可减产50%以上，严重制约我市特色芋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芋与致病疫霉复
杂的互作及长期协同进化，和农药的过度施用，致病疫霉不断发生毒性变异，芋头品种抗病性

不断丧失，国内越来越多的主栽品种抗性下降，致使芋疫病呈现周期性流行和爆发，大大增加

了防治难度。种植抗性品种是减少作物病原体增殖的重要方法，选育抗芋疫病的品种是芋头育

种的重要方向。多年来，丝瓜种子以农民自留种为主，退化明显。产品一致性差、春季种植前
期坐果少、品质下降，影响了泰州丝瓜产业发展壮大。为了对当地濒临灭绝的传统特色优质蔬

菜种质资源开展挽救性保护，寻找我市特色蔬菜品种的优异特性，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新

品种创造尤为重要。针对果树方面，农户往往通过大量施用化肥以期获得更高的产量和品质。

大量长期偏施化肥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养分失衡、土壤酸化等一系列土壤质量退化问题，反而
影响了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开展肥料减施增效技术研究技能减缓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又能

提升瓜果质量。针对水稻施肥过程中存在的机械化滞后、盲目施肥、农机农艺融合不够等普遍

问题，围绕肥料施用均衡化、减量化、轻简化、机械化、信息化行业热点，以施肥机械引进与

农艺技术创新为核心，形成以节肥高效为核心的机插稻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体系，加快成果
转化应用，提高水稻生产高质量发展水平。可以省工减肥，节省水和耕地资源，减轻劳动强

度，推进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产能，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前景广阔。

实施可行性

自2017年以来持续开展花生种质资源引进、保存与鉴定工作。近几年，开展了花生种质资源收

集、保存，并围绕优异的花生资源开展了高效栽培新技术、新模式研究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获批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江苏省科研业务基本
专项资金等项目的支持；育成花生新品系6个，申请花生新品种权两项，申请花生新品种登记2

项，其中获得花生新品种登记1项，为项目高质量实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项目实施内容

1、新品种选育以及绿色栽培技术研究；                                                      

2、丝瓜、花生、芋疫病抗性品种选育与应用；
3、兴化龙香芋遗传转化体系构建；                                                          

4、熟化推广水稻绿色轻简增效生产技术；                                                    

5、开展泰州地区应时鲜果（葡萄、西甜瓜）肥料减施增效技术研究；                            

6、长春鳊新品种F5代、区域测试及种质鉴定检测。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45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45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农业科研试验 135 450



中长期目标

目标1：选育花生、芋头、丝瓜、长春鳊等新品种（系）4-5个；获得稳定遗传的芋头高黄酮材

料3-5份；目标2：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20篇； 目标3：制定技术规程5个以上、授权专利15件

。

年度目标
目标1：选育新品种（系）4个；获得稳定遗传的芋头高黄酮材料3份；目标2：发表论文20篇；

目标3：制定地方标准2个、授权专利10个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30%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试验报告 ≥2篇 ≥5篇

开展专题试验次数 ≥8次 ≥15次

质量指标

制定地方标准 ≥1个 ≥2个

选育新品种（系） ≥1个 ≥4个

发表论文 ≥10篇 ≥20篇

获得稳定遗传的芋头高黄酮材料 ≥1份 ≥3份

授权专利 ≥3个 ≥10个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带动示范区农民增收 ≥10% ≥10%

社会效益 媒体宣传报道次数 ≥4次 ≥8次

生态效益 示范区绿色生产技术覆盖率 ＝100% ＝100%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