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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
农村能源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经综合评价和分析 2021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农村

能源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86.09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其中，

预算执行得分 7.36分，得分率 36.81%；产出指标得分 38.73分，

得分率 96.83%，效益指标得分 40分，得分率 10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省财政厅 2021年下达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农村能源

项目资金 10250万元，资金到位 10250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实际执行 3773.44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36.81%。预算资金到

位及执行情况见下表：

2021 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农村能源项目预算资金执行情况表

年度财政资

金总额
预算数 资金到位数 资金到位率 实际执行数 资金执行率

湖北省农村

能源办公室
10250 10250 100% 3773.44 36.81%

预算执行未完成金额为 6476.56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由于

疫情影响，部分县（市、区）项目正在实施中，资金暂未使用；

二是部分县（市、区）已完成项目建设，但尚未完成项目验收，

待验收合格后支付资金；三是鹤峰县 200万元、宣恩县 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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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被统筹使用。

2.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1 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农村能源项目共设定绩

效目标 6个，其中：已完成绩效目标 5个，已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见下表：

2021 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农村能源项目已完成绩效目标情况表

指标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目标完成

率

纳入农业

农村厅指

标体系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农村能源综合

建设工程优良

率

≥85% 100% 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农业能源

发展促进节能

减排

减排二氧

化碳 8万
吨，替代标

煤 3万吨

减排二氧

化碳 73.92
万吨，替代

标煤 27.38
万吨。

918%

未纳入农

业农村厅

指标体系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增加秸秆综合

利用量（万吨）
46.45 47.82 102.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农村环境及农

民生活质量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益农户测评

综合满意度
≥90% 99.81% 100%

“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指标目标完成率超 100%

主要原因为 2021年新增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根据实际完成的秸

秆综合利用量测算，完成值超过目标值。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1 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农村能源项目共设定绩

效目标 6个，其中：未完成绩效目标 1个，未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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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农村能源项目未完成绩效目标情况表

指标类别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目标完

成率

未纳入农业农村

厅指标体系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目

完成率
100% 91.50% 91.50%

未完成绩效目标原因：因疫情原因部分县（市、区）项目正

在实施中。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资金执行率低

2021 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资金 10250 万元，实际执行

3773.44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仅 36.81%。主要因疫情原因，部

分县（市、区）项目还在实施过程中以及部分县（市、区）已完

成项目建设，但尚未完成项目验收，资金暂未执行。

2.个别项目完成进度缓慢

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规定项目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截至目前部分县（市、区）项目还未开始建设，如：武

穴市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因实施主体（公司）内部原因，导致项目

未实施；利川市实施方案暂未获得市农业农村局批复；鄂州市光

伏项目正在实施招标程序。

3.个别绩效指标完成值与目标值偏差较大

“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指标年初目标值为减排

二氧化碳 8万吨，替代标煤 3万吨，根据已完成的沼气工程、太

阳能路灯、秸秆综合利用数据测算，减排二氧化碳约 73.92万吨，

替代标煤约 27.38万吨，目标完成率 918%。主要因 2021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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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根据实际完成的秸秆综合利用量测算，完成

值超过目标值。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

1.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加快项目资金执行进度，对于工程建设类项目根据项目

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对于采购类项目，进一步提高采购效率，及

时履行招投标、合同签订等程序，同时加快审批速度，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监管，对因突发事件等客观

因素导致无法在项目期内完成项目实施的，应及时变更项目实施

计划并报上级部门审批。

三是今后在编制项目绩效目标时，根据预算安排并结合上年

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同时加强部门之间沟通配合，设置科学合

理的绩效指标体系。

2.结果应用方案

本次绩效自评工作结束后，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将及时把

绩效自评结果反馈给单位相关业务部门及各县（市、区）项目单

位，并对结果进行通报，确保单位对绩效管理工作的认识和重视

程度得到提高。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对项目绩效问题整改落实，

建立自评结果和预算安排有机结合的机制，将本次绩效自评结果

作为安排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五）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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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省级

农村能源项目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 填报日期：2022年 11月 30日

项目名称 2021年度省级农村能源项目

主管部门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万

元）（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10250 3773.44 36.81% 7.36

年度绩

效目标

（80
分）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

标（40
分）

数量指标

（15分）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

目完成率
100% 91.50% 13.73

数量指标

（13分）

增加秸秆综合利用量（万

吨）
46.45 47.82 13

质量指标

（12分）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优

良率
≥85% 100% 12

效益指

标（40
分）

社会效益

（15分）
农村环境及农民生活质量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15

生态效益

（15分）

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

能减排

减排二氧化碳 8
万吨，

替代标煤 3万
吨

减排二氧化碳

73.92万吨，替

代标煤27.38万
吨。

15

受益对象

满意度

（10分）

受益农户测评综合满意度 ≥90% 99.81% 10

总分 86.09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

成原因分析

（1）资金执行率低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疫情影响，部分县（市、区）项目正在实施中，资

金暂未使用；二是部分县（市、区）已完成项目建设，但尚未完成项目验收，待验收合格

后支付资金；三是鹤峰县 200万元、宣恩县 45万元资金被统筹使用。

（2）“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目完成率”指标未完成原因：因疫情原因部分县（市、区）

项目正在实施中。

（3）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指标超 100%主要为 2021年新增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根据实际完成的秸秆综合利用量测算，完成值超过目标值。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

用方案

一是加快项目资金执行进度，对于工程建设类项目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对于采购

类项目，进一步提高采购效率，及时履行招投标、合同签订等程序，同时加快审批速度，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监管，对因突发事件等客观因素导致无法在项目期内完成

项目实施的，应及时将项目资金收回或改变项目实施计划并报上级部门审批。

三是今后在编制项目绩效目标时，根据预算安排并结合上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同时加

强部门之间沟通配合，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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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

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

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

（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

数，再计算得分。

3.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二、佐证资料

（一）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立项目的：加大农村能源建设力度，特别是沼气和秸秆

综合利用建设，是实现农村畜禽养殖排泄物燃料化、肥料化和农

作物秸秆“五化”利用的有效方式，能够减少薪柴以及煤炭等资源

的消耗，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是促进农村节能减排、

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举措，更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需要。

年度绩效目标：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目完成率达到

100%；增加秸秆综合利用量 46.45万吨；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

优良率≥85%；农村环境及农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农村农业能

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减排二氧化碳 8万吨，替代标煤 3万吨；受

益农户测评综合满意度≥90%。

2.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省级农村能源项目为常年性项目，资金分配参照近三年绩效

评价考核结果及工作成效安排。项目资金分配 16个市州 67个县

（市、区），共计分配省级补助资金 10250万元，主要用于沼气

工程建设、“三沼”综合利用循环农业示范区建设、低碳村示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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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容涵盖沼气以外的太阳能、生物质能、小型电源等）、后

续服务或安全设施建设、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等。

从资金分布区域来看，黄冈市、襄阳市、宜昌市获批资金位

于前三，分别为 1350万元、1250万元、1200万元，三地资金占

全省总资金比为 37.07%，神农架林区获批资金最少为 50万元。

从资金投入类型来看，沼气工程投入 3750万元；秸秆综合

利用项目投入 3000万元；“三沼”综合利用投入 1500万元；低碳

村示范建设投入 1000万元；后续服务或安全设施建设投入 1000

万元。分别占比为 37%、29%、15%、10%、10%。资金整体分

布向沼气工程和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倾斜。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确保本次绩效自评工作顺利开展，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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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自评工作组，对 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流

程进行梳理，收集 67个县（市、区）项目单位相关资料，根据

收集的资料整理分析情况，围绕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绩效进行评

分，并撰写绩效自评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资金 10250万元，资金到位 1025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评价日，各县（市、区）实际执行 2021年省级农村能

源项目资金 3773.44 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36.81%。具体如

下：

2021 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预算资金执行情况表

县（市、区） 预算资金 到位资金 执行资金 执行率

合计 10250 10250 3773.44 36.81%

东西湖区 100 100 0 0.00%

江夏区 100 100 0 0.00%

蔡甸区 150 150 150 100.00%

新洲区 250 250 0 0.00%

大冶市 150 150 0 0.00%

阳新县 150 150 0 0.00%

十堰市市直 100 100 0 0.00%

郧阳区 150 150 144.82 96.55%

丹江口市 150 150 1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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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预算资金 到位资金 执行资金 执行率

郧西县 150 150 63.35 42.23%

竹山县 150 150 150 100.00%

竹溪县 250 250 250 100.00%

松滋市 200 200 200 100.00%

公安县 150 150 142 94.67%

石首市 100 100 100 100.00%

洪湖市 150 150 0 0.00%

宜昌市市直 100 100 50 50.00%

夷陵区 100 100 27 27.00%

枝江市 250 250 0 0.00%

当阳市 150 150 0 0.00%

远安县 100 100 27 27.00%

兴山县 100 100 0 0.00%

秭归县 100 100 0 0.00%

长阳县 150 150 0 0.00%

五峰县 150 150 0 0.00%

襄州区 150 150 0 0.00%

老河口市 250 250 63.16 25.26%

宜城市 100 100 76.98 76.98%

南漳县 250 250 142.13 56.85%

谷城县 250 250 0 0.00%

保康县 250 250 111.5 44.60%

鄂州市直 150 150 0 0.00%

荆门市市直 100 100 0 0.00%

掇刀区 150 150 45 30.00%

屈家岭区 100 100 100 100.00%

东宝区 150 150 0 0.00%

钟祥市 100 100 67.5 67.50%

京山市 150 150 134.75 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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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预算资金 到位资金 执行资金 执行率

孝南区 150 150 150 100.00%

孝昌县 150 150 145.22 96.81%

大悟县 200 200 0 0.00%

云梦县 100 100 0 0.00%

应城市 150 150 0 0.00%

黄冈市市直 100 100 25 25.00%

团风县 200 200 199.99 100.00%

红安县 150 150 149.80 99.87%

麻城市 100 100 0 0.00%

英山县 200 200 193.5 96.75%

浠水县 100 100 0 0.00%

蕲春县 300 300 300 100.00%

武穴市 100 100 0 0.00%

黄梅县 100 100 0 0.00%

嘉鱼县 100 100 0 0.00%

赤壁市 150 150 42.06 28.04%

通山县 150 150 128.2 85.47%

恩施市 200 200 0 0.00%

巴东县 100 100 0 0.00%

利川市 150 150 0 0.00%

宣恩县 150 150 105 70.00%

咸丰县 150 150 0 0.00%

来凤县 150 150 0 0.00%

鹤峰县 250 250 0 0.00%

曾都区 200 200 92.42 46.21%

广水市 150 150 0 0.00%

仙桃市 150 150 0 0.00%

潜江市 250 250 0 0.00%

神农架林区 50 50 47.07 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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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分析，2021 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预算资金执行率偏

低主要为部分县（市、区）项目还在实施过程中以及部分县（市、

区）已完成项目建设，但尚未完成项目验收，资金暂未执行。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 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资金严格按照批复预算以及内部

控制系列制度进行项目管理。资金的拨付严格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对每一项专项资金拨付都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并坚持“专

项核算、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未发生挤占、挪用专项

资金行为。

综上，预算执行指标未达到 100%，该项扣 12.64分，得 7.36

分。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目完成率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目完成率”指标年初目标为 100%，

根据各县（市、区）项目完成情况汇总分析，综合完成率为 91.50%，

具体如下：

2021 年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目完成情况表

项目 计划数 完成数 完成率

综合完成率 91.50%

沼气（m³） 23630 17950 75.96%

秸秆综合利用（万吨） 46.45 47.82 102.95%

三沼综合利用（亩） 14769 11830.70 80.10%

低碳村-太阳能路灯（盏） 9886 9655 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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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计划数 完成数 完成率

低碳村-太阳能热水器（台） 62 62 100.00%

空气能热水机（台） 2 2 100.00%

低碳村-生物质能（台） 3073 2932 95.41%

低碳村-光伏电站（处） 7 6 85.71%

低碳村-建设改造集中供气小

型沼气工程（m³）
200 200 100.00%

后续服务及安全设施改造

（处）
27143 23184 85.41%

其他 6 5 83.33%

综上，“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项目完成率”指标未达到年初

绩效目标，主要为疫情影响，部分县（市、区）项目正在实施中，

该项扣 1.27分，得 13.73分。

② 增加秸秆综合利用量

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下达各县（市、区）“增加秸秆综合

利用量”指标目标值为 60万吨，根据各县（市、区）提供的实施

方案汇总统计，调整后年初目标为 46.45 万吨，实际完成 47.82

万吨。

综上，“增加秸秆综合利用量”指标达到了年初绩效目标，该

项不扣分，得 13分。

③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优良率

“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优良率”指标年初目标为≥85%，根

据各县（市、区）项目自验收情况汇总分析，已完成自验收项目

质量达标率 100%，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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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验收完成情况表

项目 验收项目数 验收合格数 工程优良率

沼气（m³） 11850 11850 100%

三沼综合利用（亩） 8910.70 8910.70 100%

低碳村-太阳能路灯（盏） 7363 7363 100%

低碳村-太阳能热水器（台） 62 62 100%

空气能热水机（台） 2 2 100%

低碳村-生物质能（台） 2523 2523 100%

低碳村-建设改造集中供气小型沼气工程（m³） 200 200 100%

后续服务及安全设施改造（处） 8518 8518 100%

其他 5 5 100%

综上，“农村能源综合建设工程优良率”指标达到年初绩效目

标，该项不扣分，得 12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 农村环境及农民生活质量

“农村环境及农民生活质量”指标年初目标为逐步提高，通过

对各县（市、区）项目建设受益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99.72%

的农户认为项目的建设，对居住卫生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有较大

改善；99.44%的农户认为项目的建设使村镇的村容村貌、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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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农村环境及农民生活质量”指标达到了年初绩效目标，

该项不扣分，得 15分。

② 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指标年初目标为减排二

氧化碳 8万吨，替代标煤 3万吨，根据各县（市、区）项目完成

情况汇总分析，已完成沼气建设 17950 立方米、建设改造低碳

示范村集中供气小型沼气工程 200立方米、安装太阳能 9655盏、

秸秆综合利用 47.82万吨，根据公式测算，完成减排二氧化碳约

73.92万吨，替代标煤约 27.38万吨。

2021 年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测算表

计算过程 计算公式

（17950+200）*0.25*320=1452000（立方）

1452000*0.714/1000=1036.73（吨）

中小型沼气工程产气量=发酵池容积*0.25*320天
1立方沼气等于 0.714公斤标煤

9655*0.03*12*365=1268667（度）

1268667*0.123/1000=156.08（吨）

1盏太阳能路灯节约用电（度）=0.03*12小时*365天
1度电=0.123kg标煤

47.82*10000*0.57=272574（吨） 一吨秸秆的热值=0.57吨标煤

1036.73+156.08+272574=273766.81（吨） 替代标煤

273766.81*2.7=739170.39（吨） 一吨标煤估计排放二氧化碳为 2.7吨

综上，“农村农业能源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指标达到了年初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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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标，完成值与目标值偏差较大主要为 2021年新增秸秆综合

利用项目，该项不扣分，得 15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受益农户测评综合满意度”指标年初目标为≥90%，通过对

各县（市、区）项目建设受益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99.81%的农

户对农村能源项目的实施表示满意。

综上，“受益农户测评综合满意度”指标达到了年初绩效目标，

该项不扣分，得 10分。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在编制预算时将上年度绩效自评结

果作为预算编制重要参考依据。优先安排条件：一是对近三年来

绩效评价考核好的前 30个县（市、区）；二是前三年项目验收

较好的县（市、区）；三是自 2019年以来工作业绩突出、受到

上级表彰或者由其它国家重点项目安排的县（市、区）；四是对

37 个贫困县市适当倾斜。五是对政府重视，班子齐全，技术队

伍过硬，需求量大，亮点突出的县（市、区）适当倾斜。同时，

对近三年来绩效评价考核后 10个县（市、区）和平时工作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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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主动、成效不明显、机构不健全、问题突出以及近 3年来

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安排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

县（市、区）尽量少安排或不安排。

（五）其他佐证材料

附件 1：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资金执行情况明细表

附件 2：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沼气工程完成情况明细表

附件 3：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秸秆综合利用完成情况明

细表

附件 4：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三沼气综合利用完成情况

明细表

附件 5：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低碳村示范建设完成情况

明细表

附件 6：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后续服务及安全设施改造

完成情况明细表

附件 7：2021年度省级农村能源项目问卷调查



附件1：

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资金执行情况明细表

县市区 资金总额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未执行金

额
未执行原因

合计 10250 10250 3773.44 6476.56 

东西湖区 100 100 0 100
东西湖区农作物秸秆的最终收获时间到11月中旬，目前受疫情影响，企业完成
和验收时间延后。

江夏区 100 100 0 100 项目已验收，资金未拨付，待区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后拨付资金。

蔡甸区 150 150 150 0

新洲区 250 250 0 250 待按程序拨付项目资金。

大冶市 150 150 0 150 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或待验收，待验收后拨付资金。

阳新县 150 150 0 150 项目均未竣工，还没有进行验收，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再拨付资金。

十堰市市直 100 100 0 100 因疫情原因项目正在实施，资金未拨付。

郧阳区 150 150 144.82 5.18 
预留费用51807.77元（其中43861.62元为项目质保金，7946.15元为项目资金专
项审计费）。

丹江口市 150 150 150 0

郧西县 150 150 63.35 86.65 因疫情原因，资金暂未拨付。

竹山县 150 150 150 0

竹溪县 250 250 250 0

松滋市 200 200 200 0

公安县 150 150 142 8 预留质保金8万元。

石首市 100 100 100 0

洪湖市 150 150 0 150

一是市农业农村局分管财务的副局长已退休，局党组目前还没有分工明确分管
财务的领导，导致目前项目报销费用没有分管财务的局领导签字，需要待局党
组分工明确后按相关程序履行签批手续；二是由于当地财政资金压力大，市财
政局需要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复核，导致项目资金没有拨付。

宜昌市市直 100 100 50 50 待验收后拨付资金。

夷陵区 100 100 27 73 待项目全部验收完成拨付资金。

枝江市 250 250 0 250 项目经审计后拨付资金。

当阳市 150 150 0 150 小型沼气工程建设完成，目前尚未验收；太阳能路灯安装结束，资金未拨付。

远安县 100 100 27 73
因前期高温时节受猪瘟影响，猪场封闭管理未能施工影响进度，目前施工即将
结束，还未进料运行，年底前将完工，待验收合格后拨付款。10万元后续服务
签订合同为2022年12月到期，故将于12月底前完成验收及拨款。

兴山县 100 100 0 100 待按程序拨付项目资金。

秭归县 100 100 0 100
因受山区海拔、气候和天气等因素影响，项目正在进行中，待验收后拨付资金
。

长阳县 150 150 0 150
生物质炉已全部发放到位，资金未拨付；太阳能路灯已全部安装到位，项目已
验收资金未拨付；小型沼气工程主体已完工，项目还未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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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资金执行情况明细表

县市区 资金总额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未执行金

额
未执行原因

五峰县 150 150 0 150 待按程序拨付项目资金。

襄州区 150 150 0 150
因项目资金到位较晚及疫情原因，项目正在实施中，按项目实施进度支付资金
。

老河口市 250 250 63.16 186.84 
由于项目设计、预算财评、招投标等程序时间较长。截至目前太阳能路灯已全
部完成；小型沼气项目因夏季高温不利地下施工，进度较慢，已完成项目的
80%；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正在实施，待完工后资金拨付到位。

宜城市 100 100 76.98 23.02
经市政府批复将76.98万元用于有机废弃物肥料化处置中心展示厅项目建设，
23.02万元由宜城市财政局监管。

南漳县 250 250 142.13 107.87 
留质保金7.87万元，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已实施完毕，正在核实资料及数
据，资金未拨付。

谷城县 250 250 0 250

已完成小型沼气工程2处，还有1处即将开工建设;“三沼”综合利用1处200亩;
建设服务网点3处均未验收;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完成15000吨未验收，还有5000吨
未完成；1处未完成小型沼气工程，系业主自筹资金未到位，影响进度，预计在
项目期内能完成建设任务。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主要是任务重，秸秆离田利用时
间紧，还有各种繁杂手续需完善，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保康县 250 250 111.5 138.5 目前已完成太阳能路灯项目，其它项目正在施工进行中。

鄂州市直 150 150 0 150

部分项目尚未完工，待12月中旬完工后组织项目验收。以及鄂州市资金拨付实
行向财政报账制，财政局报账流程需一个文件号走一次签字报账流程，一个资
金文件号涉及多个单位，鄂州市生态能源办公室报账手续已向财政局提交，财
政局回复待其他单位都提交完成后方可拨付。

荆门市市直 100 100 0 100
由于漳河新区秸秆收储企业经营模式变化和疫情影响，导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实施困难。为确保项目发挥好效益，决定将100万元项目资金调整到屈家岭管理
区建设，目前项目调整程序正在办理中。

掇刀区 150 150 45 105
因项目资金到位较晚及疫情原因，项目正在实施中，按项目实施进度支付资金
。

屈家岭区 100 100 100 0

东宝区 150 150 0 150

由于疫情原因，项目实施滞后，目前沼气工程即将进行招投标工作，农村户用
沼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已完成，沼气后续服务已签订合同启动，太阳能路灯已
招标完毕，正在进行施工准备，预计在12月下旬所有项目建设任务将全面完成
。

钟祥市 100 100 67.5 32.5
由于受疫情影响，只有部分市场主体完成了资料的检查及财务报账手续，其他
主体正在整理财务及归档资料，待验收核定后拨付资金。

京山市 150 150 134.75 15.25 
该项目后续服务规划购置1辆出渣车，补助资金8万元，业主配套资金4万元，由
于疫情等方面的影响，项目暂时未实施，项目实施单位湖北金壤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计划在本月底完成实施。

孝南区 150 150 150 0

孝昌县 150 150 145.22 4.79 预留质保金4.49万元。

大悟县 200 200 0 200
大悟县财政局资金紧张，项目资金在县财政。太阳能灯项目完成验收294盏，由
于疫情原因，剩下太阳能路灯正在验收中，预计月底完成

云梦县 100 100 0 100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导致项目实施主体企业的工作人员被封控在家
办公，不能及时回企业整理秸秆综合利用台账，从而影响到项目的检查验收、
审核及奖补资金的及时兑付。第三方审计报告暂未出具，待出具审计报告验收
后拨付资金。

应城市 150 150 0 150 项目待验收，资金未拨付。

黄冈市市直 100 100 25 75
一是50万元由龙感湖管理区能源办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目前项目正在实施
中，资金未执行；二是50万元由黄冈市直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已执行资金
25万元，另25万元待第三方作绩效评价合格后按相关程序予以拨付。

团风县 200 200 199.99 0.01 

红安县 150 150 149.80 0.20 结余资金0.2010万元留存红安县财政局整合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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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省级农村能源项目资金执行情况明细表

县市区 资金总额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未执行金

额
未执行原因

麻城市 100 100 0 100 项目已验收完毕，等待市财政拨付资金。

英山县 200 200 193.5 6.5
剩余 6.5 万元中 1.5 万元为小型沼气工程质保金，待质保期到后无质保问题
再支付；另 5 万元为生物质炉资金，待冬季农民群众使用炉灶后无问题再支付
。

浠水县 100 100 0 100
因机构改革人员完全到位时间较长，县级项目资金拨付程序过于复杂，致使项
目任务已完成资金无法及时拨付。

蕲春县 300 300 300 0

武穴市 100 100 0 100
因原实施主体公司内部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实施，现要变更实施主体和制定新
的项目方案。

黄梅县 100 100 0 100
已完成3处600立方沼气主体工程建设，因疫情反复造成施工间断，已完成安装
太阳能路灯48盏。待验收，资金未拨付。

嘉鱼县 100 100 0 100
省级投资100万元主要用于秸秆综合利用，其中收储运34万元、饲料化22万元、
肥料化44万元，自筹资金10万元主要由业主负责用于购买烘干机、粉碎机、建
水泥晒场等。由于县财政资金紧张，目前资金停留县财政未拨付。

赤壁市 150 150 42.06 107.94 待项目验收后，拨付资金。

通山县 150 150 128.2 21.8 预留质保金6.8万元，后续服务及安全设施改造正在实施中，资金未拨付。

恩施市 200 200 0 200 由于受疫情影响，财政困难，资金暂未拨付。

巴东县 100 100 0 100 待按程序拨付项目资金。

利川市 150 150 0 150 实施方案暂未获得市农业农村局批复。

宣恩县 150 150 105 45 45万元被县财政统筹，但无相应统筹文件资料。

咸丰县 150 150 0 150
安装太阳能路灯225盏，未验收，资金未拨付；已建沼气工程后续安全运营管理
、检修维护，按项目方案实施，未组织验收，资金未拨付；沼气工程项目待招
标结束后组织实施。

来凤县 150 150 0 150 受疫情影响，项目正在实施中，资金暂未使用。

鹤峰县 250 250 0 250
县财政局将250万元资金统筹，其中50万元由县生态能源局实施农村能源体系建
设、农村沼气设施安全管理及隐患治理，项目待验收，资金暂未使用。

曾都区 200 200 92.42 107.58
105.06万元沼气项目待验收完成后拨付，太阳能项目预留质保金1.75万元，后
续服务预留质保金0.77万元。

广水市 150 150 0 150

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实施方案编制、审批时间过长，建设进度比较滞后。截至
目前，已建设安装太阳能路灯180盏，小型沼气工程、三沼综合利用工程、沼气
服务网点正在建设中，项目资金待所有建设任务完工验收后申请财政拨付到中
标施工企业。

仙桃市 150 150 0 150 目前10处小沼主体工程均已完工，待按程序拨付资金。

潜江市 250 250 0 250
部分项目还在建设中，由于潜江市财政资金暂时冻结，已完成验收项目待资金
解冻后拨付

神农架林区 50 50 47.07 2.93 预留质保金2.48万元，0.45万元计划用于技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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