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三农气象服务及区域气象保障专项

预算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 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cfx##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00.00 1400.00 1400.00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00 1400 1400 — —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目标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确保我区为农气象服务观测站设备正常运行。各县完善农田小气候观测站、作物实景
观测站上传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稳步提高，观测站点正常业务运行率达80%，在防灾减灾和为

农服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区局农业气象台、信息中心按季通报。
目标2：提升防灾减灾气象服务能力建设，开展智慧农业气象服务。一是县（市）气象局根据
本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需求，明确为农服务重点。主要包括：关键农事季节(播种期、采摘期
等)、主要农事活动和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大风、高温热害、霜冻等）服务内容及时间，以及
服务产品制作流程、发送对象、发送手段。根据服务重点开展为农气象服务。二是提升“直通
式”服务针对性。县（市）气象局与重点服务对象要建立高效的信息反馈渠道，每年组织至少

一次农业气象服务需求实地调研活动，同时利用手机客户端、气象信息站、信息员及时收集、
上报农民的气象服务需求。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需求分类研发针对性的服务产品。通
过手机客户端、微信、微博、直播平台、进村入户等多种手、多种渠道面向本县80%以上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直通式”服务，并建立“直通式”服务台账或日志。
目标3：推进棉花中心建设。一是完成棉花业务服务规范的编制；二是推进现代棉花农业气象
服务指标体系建设。三是基于位置的棉花气象服务APP模块优化。实现棉花气象灾害预测格点
（霜冻、高温热害、大风灾害）产品、气候资源分布状况、棉花种植适宜性气候区划的基于位
置展示。四是为地县级开展棉花种植户“直通式”智慧气象服务提供比较先进高效的技术手段。
目标4: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提高全疆气象技术装备应用水平和能力，数据质量稳步提高（区域
站观测数据传输及时率、数据可用率和业务可用性≥90%，数据错误率、缺测率、数据可疑率
≤5%），培养一批技术相对全面、经验丰富的技术队伍，确保区域站运行稳定，在防灾减灾和

预报服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标1：我区为农气象服务观测站设备正常运行率达91%。进一步加强了农田小气候观测站
、作物实景观测站上传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稳步提高，在防灾减灾和为农服务中发挥应有

的作用。区局农业气象台、信息中心按期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通报。
目标2：提升防灾减灾气象服务能力建设，开展智慧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春季天气多变、
灾害性天气频繁的特点，新疆气象局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围绕农业防灾减灾，各地通过新
疆兴农网、短信、邮箱、政务内网、微信群、微信公众平台、抖音、121短信，县委信息
内网、LED、电视台126、钉钉、QQ、 电话、广播等多种方式，向广大农民用户提供全疆
农作物春播进程、作物苗期长势及近期天气对春耕春播的影响，并根据自治区气象台的未
来一周天气预报，提供未来一周天气对春耕春播期间农业生产的影响和相关农业生产建议
，趋利避害，提升春耕春播期间农业气象业务服务能力。农业气象台共发布各类农业气象
指导产品133期。确保了全疆春耕春播农业生产的有序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通式服

务覆盖5500余户。
目标3：推进棉花中心建设。棉花业务服务规范已编写完成，正在完善中。棉花基于位置
和智能感知的气象服务APP已完成技术方案和功能模块构建，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研发中。
全疆棉花长势和受灾遥感监测评估方面：遥感中心已成立研究团队，编制了具体实施方案
，在棉花、玉米、小麦作物发育期进行光谱数据测定，并与航天宏图公司签署协议，共同
开发棉花自动识别软件。                                                                                       目标4:截
至目前，区域气象观测站的秋季巡检维护工作已接近尾声，1-12月300个区域气象观测站
观测装备业务可用性、观测数据传输及时率和可用率均高于预期指标值，观测数据数据错
误率、可疑率和缺测率均低于预期指标值。各地气象部门已组织多次区域气象观测站维护
保障培训，通过培训和现场实践，已累计培养技术人员50人以上；后续将通过项目推进，

继续提升技术人员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和经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年度绩效指标完
成情况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区域气象观测站的运行保障任务 >=300个 =300 3 3

数量指标 制作发布春耕春播、夏收夏种、秋收
秋种气象服务产品期数 >=150期 =157期 3 3

数量指标 完成为农气象服务观测站运行保障任
务 >=35个 =35个 2 2

数量指标 涉及地州区域 15个 =15个 2 2

数量指标 预警信息发布信息条数 >=8000条 =13787条 3 3

数量指标 制作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 >=5个 =6个 3 3

质量指标 预警信息发布内容正确率 ≥80% =80% 3 3

质量指标 已建立气象信息员队伍的行政村占本
地区行政村比例 ≥95% =95% 3 3

质量指标 为农气象服务站点正常运行率 ≥90% =90% 3 3

质量指标 预警信息发布公众覆盖率 ≥90% =90% 3 3

质量指标 观测数据数据可用率 ≥90% =97.65% 3 3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期限 2020年12月31
日

2020年12月
31日 3 3

时效指标 预警信息传送到重点服务对象时限 >=6小时 >=6小时 3 3

时效指标 观测数据传输及时率 ≥90% =96.95% 3 3

成本指标 区域气象观测站单站运行保障费用 <=2万元     <=2万元 2 2

成本指标 为农气象服务观测站单站运行保障费
用 <=3万元     <=3万元 2 2

成本指标 精细化农业气候区划单个编制费用 <=2.5万元 <=2.5万元 2 2

成本指标 预警信息发布费用 <=10.34万元 <=10万元 2 2

成本指标 涉及地州区域项目支出 <=1400万元 =1000万元 2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闻媒体对全疆典型为农服务事例及
时报道，有效引导全疆为农服务 >=5条 =6条 5 5

社会效益指标 增强对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灾害性天气预

警监测率
≥90%

灾害性天气
预警监测率

≥90%
12 12

可持续影响指标 在防灾减灾和为农服务中持续发挥应
有的作用 长期

长期在防灾
减灾和为农
服务中持续
发挥应有的

作用

13 13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
殖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气象服
务的满意度

≥80% =80% 5 5

满意度指标 预报服务单位对区域气象观测站观测
资料的满意度。 ≥90% =92% 5 5

总分 100 100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