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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

（一） 职能职责

一、州动物疫控中心是州农业农村局下属科级建制的事业单位，主要履行以下职责：承担临夏州

内动 物疫病的发生、流行等情况的监测、预警、预报；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的实验室诊

断、流行病学 调查、疫情报告；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下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

指导工作；养殖场（户） 在动物防疫方面的法律、法律的宣传和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工作；

上级兽医主管部门下达的动物疫情 监测工作；重点动物疫情的调查及全州动物疫情信息收集、汇总

及分析；重大动物疫病（包括人畜共患病、 地方病）预防控制规划、扑灭计划、应急预案的制定；

承担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 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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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动物疫控中心内设 6个组室，分别为办公室、计划财务室、动物实验室、防疫室、疫情防

控物资 管理室、疫苗管理室。

第二部分 2021 年度本单位决算报表

表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表二、收入决算表

表三、支出决算表

表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表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表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表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表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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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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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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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年度收入总计 4,000,352.62 元,支出总计 5,530,363.82 元。与 2020年决算数相比，收入增加

1563354.39元，减少 39%,支出增加 1016606.77元，增加 18.38%。主要原因是由于 2021年省动物防控经费专项。

本单位 2021年度支出合计 5,530,363.82 元，其中：基本支出 3,914,838.82 元，占 71%；项目支出 721,385. 00

元，占 29%。

本单位 2021年度年末非财政资金结转 58,410.02.元，较上年减少 64486.2元，主要原因是未收入非财政资金。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4,000,352.62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1563354.39元，减少 39%。，主要 原因

省动物防疫专项经费财政收回未做收入；较 2020 年减少 1465525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省动物防疫专项经费

财政收回未做收入。

本单位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5,530,363.82 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1016606.77元，增加 22.52%,主要原

因是省动物防疫专项经费资金支出增加。较年初预算数 530011.21元，增加 28%,主要原因是省动物 防疫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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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出增加。专项经费没有纳入年初预算安排，所以财政拨款实际支出大于年初预算。

本单位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动物防疫专项经费支出 1,615,525.00元，占全部支出 29%,主要原因是专项资金没有年初预算；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391,014.36元，占 7.1%,较年初预算数减少 25467.64元，主要原因是财政养老金核算工

资全额, 而社保局部分工资未纳入核算，所以支出少于财政预算；

卫生健康支出 135,202.50 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6180.5元，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财政医疗保险费核算工资

全额, 而医保局部分工资未纳入核算，所以支出少于财政预算；

农林水支出 5,004,146.96元，占 95%,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2274575.96元，主要原因是事业运行支出 中，绩效

考核奖金未纳入年初安排预算、其他农业农村支出中引进人才安家补贴未纳入年初安排预算，所以 实际支出数大

于年初预算数。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年度一般公共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5,465,877.62 元。其中：人员经费 3,850,352.62元，较上年 增

加 187949.53元，主要原因是增人增资，绩效考核奖金数额增加，人员经费增加。人员经费用途主要包括 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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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等。公用经费 208,114.76元，较上年减少 5731.57元，主要原因是

根据相关要求压缩经费开支，公用经费支出减少，公用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等、

电费、水费、差旅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会议费、邮电费、维修（护）费等、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劳务费、

工会经费、福利费。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总额情况。

2021年度本单位“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为 8200元，支出决算数为 8200元，较年初预算数没有变化。

（二）“三公”经费分项支出情况。

2021年度本单位因公出国（境）费用年初预算数为 0元，支出决算数为 0元。

公务车购置费年初预算数为。元，支出决算数为 0元。

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为 8200元，支出决算数 8200元，主要用于因公出行、动物防疫等工作所 需车

辆的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

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为元，支出决算数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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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公”经费实物量情况。

2021年度本单位因公出国（境）共计 0个团组，0人；公务用车购置 0辆，公务车保有量为 2辆；国 内公务

接待 0批次，。人，其中：国内外事接待 0批次，0人；国（境）外公务接待 0批次，0人。2020年本单位人均接

待费 0元，车均购置费 0元。

五、 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元，机关运行经费较 2020年增加 0元，增长 0%。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2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1辆、机要通信用车 0辆、应急保

障用车。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其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辆、其他用车 1辆。 单价 50万元

以上通用设备 0台（套），单价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台（套）。



20

23

七、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本单位政府釆购支出合计 70902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709020元、政府釆购服务支出 0元。

主要用于釆购办公桌、办公椅等家具用具；办公电脑、等通用设 备实验室试剂釆购及疫苗采购。

八、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年度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九、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年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临夏州州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我单位组织实施了 2021 年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共涉及资金

400.035262万元。具体情况：2021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0.035262万元。其中：2080502款项拨入 6.5815.15

万元，2130104款拨入 315. 733533万元，2130108款拨入 179万元 2080505款拨入 30. 878876万元，2101201

款拨入 13. 5819万元，其他收入,13.880192万元。基本支出 366. 240309万元，项目支出 72. 1385万元。全 州应



24

用 12种（菌）苗免疫接种各种动物 2404. 02万头（只）次。其中，接种口蹄疫苗 599. 17万头（只）次,平均免疫

密度 99. 75%；接种禽流感疫苗 1328. 92万只（次），平均免疫密度 99.90 %；猪瘟疫苗 46. 66万 头（次）；接

种小反刍兽疫疫苗 155. 69万只（次），各类易感动物的群体免疫密度长年达到 90%以上。非洲猪瘟防控向省动物

疫控中心送检猪血清 240份，我中心实验室全年检测猪血清 324份、组织 5份，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通过考核的 7

个县级兽医实验室，开展了免疫抗体效价检测，全年共计检测 55452份。东乡 县实验室准备 7月份前完成实验室

考核验收工作。全年举办非洲猪瘟、禽流感、牛羊传染病、家畜布病等动 物防疫知识培训班 2次，培训人员 120

多人。

（二） 绩效自评结果

从总体看单位整体预算执行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工作成绩显著，呈现出稳中有升、髙位求进的良好发展 态势，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自评为优。

（三） 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1、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预算下达的项目支出只要有：省兽医局安排的动物防疫工作任务资金 20万元，主要用于全州禽 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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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不低于 20000份，开展技术培训、消毒灭源、疫情处置等工作。组织 开展布病检

测、扑杀及无害化处置等工作；生猪家禽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补助经费 10万元，主要用于 全州口蹄疫、高致

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开展强制免疫、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以及实施 强制免疫计划、疫情处

置和人畜共患病监测净化与防治等方面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动物防疫水平，根据全 州动物疫病流行现状，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开展了因病设防工作。共免疫畜禽 464. 73万头（只），其中： 羊四防 127. 59万只，羊痘 114. 28

万只，牛出败 11.01万头。通过综合防制有效降低了各类动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牛羊布病检测净化工作方面，全

州共完成牛羊布病检测 75437份，其中：奶牛检测 8897头份， 阳性 1份；普通牛检测 2753份，阳性 1份；羊检

测 63787头份，阳性 49份。对阳性畜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全年完成牛羊内脏检测 4124份，阳性 58份，对发

现的阳性脏器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血清学检测 720份，均为阴性；犬粪抗原检测 996份，阳性 61份。认真落

实“犬犬驱虫、月月投药"的要求，用毗唆 酮驱虫药开展驱虫 22.01万条次，发放包虫病防控宣传材料 5. 86万份。

通过考核的 7个县级兽医实验室， 开展了免疫抗体效价检测，全年共计检测 55452份。东乡县实验室准备 7月份

前完成实验室考核验收工作。 州级兽医实验室病原学、免疫效价检测工作，釆集畜禽血清 1070份；鸡棉拭子 560

份；包虫囊 36份。按时 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中心进行病原学检测。我中心组织八县（市）按时完成了春、秋两季



26

集中检测工作。共 釆集免疫血样 2000份，进行了免疫效价检测，禽流感、鸡新城、牛羊口蹄疫、羊小反刍兽疫等

免疫合格率 平均为 75. 79%o

2、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工作完成情况：全州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及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工作完成率M95%；全州疫

情处置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工作完成率率 M100%；全州布病免疫检查疫病防制监测等方面工作完成 率

M100%。

（2）.各项工作达标情况：全州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及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工作完成率 100%； 全

州疫情处置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工作完成率率兰 100%；全州布病免疫检查疫病防制监测等方面工作完 成率

M100%。

（3）.工作时效：全州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及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工作完成及时性；全州疫情处置

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工作完成及时性；全州布病免疫检查疫病防制监测等方面工作完成及时性。

三、受益对象的满意度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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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一） 项目管理情况;项目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立项规范，绩效目标合理，立项依据充分。

（二）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监控有效、资金使用规范。单位有收入和支出业务内

部控制制度，规定 1000元以上专项资金支出须经所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予以审批。

（三） 项目绩效目标自评情况：项目自评达到年度目标，进一步提高了动物防疫监督监管水平。加快项目

实施进度、进一步加强动物防疫监督监管工作水平。确保全州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为全州人民健康保驾护 航。

从总体看单位整体预算执行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工作成绩显著，呈现出稳中有升、高位求进的良好发展 态势，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自评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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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 金预

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部门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部门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 核拨

的教育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部门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部门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包括 未纳

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

收回已核销的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各部门从本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同级部门取得的经费、

从非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以及行政部门收到的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填列在本 项内。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部门在当年 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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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部门当年收支相抵后按 国家

规定提 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部门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不 包括

事业部门净资产项下的事业基金和专用基金。

七、结余分配：指部门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根据《关于事业部门提取专用基金比例问题的通知》（财教[2012]

32号）规定，事业部门职工福利基金的提取比例，在部门年度非财政拨款结余的 40%以内确定，国 家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部门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不包括事业 部门

净资产项下的事业基金和专用基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人员 经费

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

除“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外的其他支出。



30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部门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

部门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部门（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部门）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等 的各

项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护费、专用材料及一般 设备购置费、

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 用。

十四、工资福利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部门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 类劳

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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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部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 固定

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

十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十七、资本性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 产、

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构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 的支出。

附件 1： 2020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表（9张）

附件 2：《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附件 3：《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临夏回族自治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2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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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州动物疫控中心预算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州财政局：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逐步提高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管理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预 算管

理综合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根据州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年州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 要求，我们

对单位 2020年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自评，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概况

1、部门职能：承担临夏州内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等情况的监测、预警、预报；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 动物

疫病的实验室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下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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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作；养殖场（户）在动物防疫方面的法律、法律的宣传和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工作; 上级兽医主管部

门下达的动物疫情监测工作；重点动物疫情的调查及全州动物疫情信息收集、汇总及分析; 重大动物疫病（包括人

畜共患病、地方病）预防控制规划、扑灭计划、应急预案的制定；承担上级主管部门 安排的其他工作。

2、组织机构及人员慨况。临夏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于 2007年 4月，隶属州农牧局，为正科级 事业

单位。现有工作人员 27人，其中：高级职称 7人，中级职称 11人，助理级 3人，管理人员 2人，工人 4人；专科

以上 23人,中专以下 4人。

二、单位绩效目标

2021年全年按照《2018年甘肃省动物免疫实施方案》和《临夏州 2018年春、秋季动物集中免疫工作的通知》

要求，全州共应用 15种（菌）苗免疫接种各种动物 2316. 96万头（只）次。其中，接种口蹄疫苗 606. 75万头（只）

次，平均免疫密度 99. 74%;接种禽流感疫苗 1244. 78万只（次），平均免疫密度 100. 00 %;猪 瘟疫苗 62.54万头

（次）；接种小反刍兽疫疫苗 154.63万只（次）。通过坚持“月补免日”制度，定期补 针使各类易感动物的群体

免疫密度长期达到 98%以上。通过采取免疫、消毒、监测等综合性防控措施，有效 防止了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

1、常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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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地区动物疫病流行现状，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了因病设防工作。共免疫畜禽 233.69万头（只），

其中：羊四防 108. 30万只，羊痘 104.85万只，牛出败 13. 77万头，狂犬病 6. 67万只.通过综合 防制有效降低了

各类动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2、动物寄生虫病防治

动物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坚持新药新技术的试验、示范与推广相结合、加强规范管理与讲求经济效益 相结

合的原则，在有条件的场（小区）推广程序化驱虫和综合防治的成功经验。全州共应用虫克星、清虫佳、抗蠕敏等

新型高效驱虫药物，驱治各类动物体内外寄生虫 1393. 87万头（只）次。（详见附表 3）

3、动物炭疽防控

为了有效防控动物炭疽疫情的发生，我州炭疽病防治工作严格按照农业部《炭疽防治技术规范》要求， 对旧

疫点及受威胁区内饲养的易感动物实施全覆盖强制免疫，共用炭疽芽抱苗免疫牛羊 14. 67万头（只）， 并采取了

加强疫情监测、严格消毒、防疫知识宣传等综合性防治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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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7N9流感防控

按照省兽医局、省动物疫控中心要求，在全州 46个活禽交易，采集禽血清 460份,棉拭子 460份，血清 学检

测出阳性 22份，及时将阳性血清对应的棉拭子送省动物疫控中心进行病源学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采集 126

个禽场 1260份血清和 1260份棉拭子，经血清学检测均为阴性。

5、牛羊包虫病防控

3月份我中心举办了全州包虫病防控技术培训班 1期，培训州县（市）技术骨干人员 53名。各县（市） 根据

各自实际情况开展县（市）乡（镇）技术人员培班，共培训人员 434名。全州采集犬粪便 1260份；羊 血清 1260

份，已送省动物疫控中心开展病源学检测。全州自检羊学清检 655份，阳性 9份；观察羊内脏 3019 份，阳性 208

份。

全年采集牛血清 345份；羊血清 1130份；猪血清 426份；猪组织 70份；鸡血清 420份；鸡棉拭子 1200份；

野鸟粪便 20份。已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中心进行病原学检测。

按照《2017年临夏州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的工作任务，我中心组织 8县（市）按时完成春秋集中免疫 抗体效

价检测工作。共采集免疫血样 2997份，进行了 3200次免疫效价检测。其中重大病检测：禽流感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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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样 760份，免疫合格 725份，合格率为 95. 39%;鸡新城疫免疫血样 160份，免疫合格 160份，合格率为 100%;

牛。型口蹄疫免疫血样 290份，免疫合格 184份，合格率为 63. 45%;羊小反刍疫免疫血样 600份，免 疫合格 521

份，合格率为 86. 83%。

三、单位预算及使用情况

(一) 、财政拨款核对情况

(1) 、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一般公共预算财 584.931309万。其中：2080502款项拨入 6. 0460万元, 2130104

款拨入 315.733533万元，2130108款拨入 179万元，2080505款拨入 30. 87887万元，2101201款拨 入 13. 5819

万元，其他收入,13.880192万元。

(2) 、支出情况：基本支出 366.240309万元，项目支出 72. 1385万元。

(3) 、非财政支出 12. 996896万元，结转 12.289622万元。

(二) 、结转和结余核对及指标变动情况

本单位全口径结转和结转资金为 2130108款结转 146.552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结转 6万元，其他收入 结转 6.

2896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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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公经费”总额及分项金额与上年决算数对比变动情况

2021年“三公经费”总支出 0.8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0.82万元，与上年持平。因公出国 （境）

无支出，结合本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及新《预算法》和中央、省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切实转变和改进工作

作风，加快节约型机关建设，牢固树立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条规定及州委“五

要十不准”规定及州财政“三公经费”，从总体上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在实际工作中以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为原则，从每个环节入手，不必要开支的坚决不予开支，顾此 2020年在正 常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下，完成了减

少“三公经费”支出的目标。

四、单位工作开展情况

1、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

全州应用 12种（菌）苗免疫接种各种动物 2404. 02万头（只）次。其中，接种口蹄疫苗 599. 17万头（只）

次，平均免疫密度 99.75%;接种禽流感疫苗 1328.92万只（次），平均免疫密度 99. 90 %;猪瘟疫苗 46.66万头（次）；

接种小反刍兽疫疫苗 155.69万只（次），各类易感动物的群体免疫密度长年达到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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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州、县（市）疫控中心安排专人坚持每日将非洲猪瘟检测排查数据，按时上报省疫控中心。全年共 计向

省动物疫控中心送检猪血清 240份，我中心实验室全年检测猪血清 324份、组织 5份，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截止

目前，非洲猪瘟累计排查猪 1200万头次，未发现临床症状疑似病例。

3、常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根据全州动物疫病流行现状，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了因病设防工作。共免疫畜禽 464.73万头（只），

其中：羊四防 127.59万只，羊痘 114.28万只，牛出败 11.01万头。通过综合防制有效降低了各 类动物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

4、动物寄生虫病防治工作

坚持新药新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工作，应用虫克星、清虫佳、抗蠕敏等新型高效驱虫药物，驱治物 1814.

01万头（只）次。

5、动物炭疽病防控工作

按照农业部《炭疽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对旧疫点及受威胁区内饲养的易感动物实施全覆盖强制免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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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用炭疽芽砲苗免疫牛羊 6. 65万头（只），并采取了加强疫情监测、严格消毒、防疫知识宣传等 综

合性防治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发生。

6、牛羊布病检测净化工作

全州共完成牛羊布病检测 75437份，其中：奶牛检测 8897头份，阳性 1份；普通牛检测 2753份, 阳性 1

份；羊检测 63787头份，阳性 49份。对阳性畜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7、牛羊包虫病防控工作

全年完成牛羊内各类动脏检测 4124份，阳性 58份，对发现的阳性脏器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血 清学

检测 720份，均为阴性；犬粪抗原检测 996份，阳性 61份。认真落实“犬犬驱虫、月月投药”的要求, 用毗喳酮

驱虫药开展驱虫 22.01万条次，发放包虫病防控宣传材料 5. 86万份。

8、县级实验室检测及建设情况

通过考核的 7个县级兽医实验室，开展了免疫抗体效价检测，全年共计检测 55452份。东乡县实验 室准

备 7月份前完成实验室考核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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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州级兽医实验室病原学、免疫效价检测工作

采集畜禽血清 1070份；鸡棉拭子 560份；包虫囊 36份。按时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中心进行病原学检测。

我中心组织八县（市）按时完成了春、秋两季集中检测工作。共采集免疫血样 2000份，进行了免疫 效价检测，禽

流感、鸡新城、牛羊口蹄疫、羊小反刍兽疫等免疫合格率平均为 75.79%。

10、消毒灭源工作

以规模养殖场（小区）、养殖大户、屠宰（加工）场、交易市场、旧疫点、活畜禽及产品运输车辆 等为

重点，开展了消毒灭源工作，州、县（市）共用强力消毒灵、烧碱等消毒剂 20吨，消毒面积达 9560万平方米，消

灭了病原、净化了环境，有效防止了疫病传播。

11、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工作

州、县（市）动物疫控中心，建立健全疫情报告管理制度，加强了疫情监测系统建设，建立和完善 了疫

情监测报告网络，做到了专人负责、专机运行，对监测结果及时汇总、分析上报，提高了疫情的预警能力。截至目

前，全州共计上报二、三类动物疫情 141起，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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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动物疫情监测普查工作

组织各县市疫控中心在全州范围内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非洲猪瘟、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 重大

动物疫情调查，共开展动物疫情普查 268次，基本掌握了动物疫情流行现状，为及时预警、预报，开展防

控工作提供了依据。

14、动物防疫知识培训情况

全年举办非洲猪瘟、禽流感、牛羊传染病、家畜布病等动物防疫知识培训班 2次，培训人员 120多人。

四、其他工作方面

1、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委书记、省长重要 批示

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安全生产意识。二是成立了安全生产及应急预备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安全生产

办公室。三是建立了 20名同志参加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储备了各种防疫物资及消毒药品 20多吨。四是强化

了职业病防护知识宣传，提高了职业病防护意识和能力。五是重点排查单位消防设施、电线 电路、库房、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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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等安全运行情况，及时处理了安全隐患。六是强化单位门卫管理，门卫夜间加强单位内部巡查，一有紧急情况，

立即报告单位领导及时处置。七是组织专业人员入冬前，提前进行了暖气管道检修、调试，目前锅炉运行正常、供

暖正常。八是严格落实各项值班制度，明确值班责任，值班领导及值 班人员各负其责，其他同志保持 24小时通信

畅通，做到了随叫随到。九是结合单位工作实际深入一线开展了送安全知识下乡，推进了安全生产常识进单位、进

农村、进家庭、进养殖场活动。同时、制作悬挂了安全 生产宣传横幅，开展了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国际

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

“119全国消防宣传日”、“安全生产法宣传周”等各类宣传活动。

2、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 团结

进步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 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意见》精神，牢固树立了 “三个离不开”思想，增强了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和谐 发展的意识。二

是制作悬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横幅、开展了贫困户慰问活动，拉近了党群距离、增进了党群关系。三是技术干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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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养殖场户、帮扶点，开展防疫指导、精准帮扶等工作，推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四是集中整治党员干部在

扶贫领域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加强了作风建设，增进了民族团结。六是开展了动物防疫领域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活动，有效防范和遏制了事故的发生，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奠定了基础。七是干部职工相

互尊重民族习惯，团结互助，及时化解矛盾，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

3、综合治理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加强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形成了有效的防控网络，单位没有发生任何治安事件。二是干 部职

工无计划外生育，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完成了计划生育情况调查工作。三是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了 体检。

4、维稳和禁毒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单位悬挂横幅开展了禁毒宣传工作。二是组织学习了州禁毒委关于加强禁毒工作通知精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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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干部职工禁毒防毒意识。三是集中排查干部职工涉毒情况，没有涉毒现象，更没有群体上访事件。四是排查了

干部职工非法集资、高利放贷情况，没有非法集资、高贷现象。

五、2022年工作计划

1、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把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省委、州委和州局的重大决策部署上，为进一步提升全

州动物防疫工作水平，加快全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攻坚战做出积极的贡献。

2、全州动物防疫工作以重大动物疫病、人畜共患病防控为重点，集中开展计划免疫、抗体效价检测、疫

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对其他常规动物疫病实行因病设防。

3、完成东乡县兽医实验考核验收工作。

4、进一步加大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知识宣传培训力度，提高各级防疫人员和规模养殖场的防疫工作水平。

五、主要绩效及综合评价结果

临夏州疫控中心履行职责职能，严格按财经法规及制度使用、管理资金，成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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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 资金使用效益高。表现在:一是保障了职工工资,津补贴和追加工资的及时足额发放，没有出现拖欠职工

工资，离退休费用等现象；二是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资金支付正常；三是财政供养人员控制较好; 四是资

金使用无虚列支出及随意使用现象，无大额现金支付现象。

2、 资金使用社会效益好。一是保障了州疫控中心畜牧站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单位精准扶贫工 作

的经费开支；完成了州委、州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

从总体看单位预算执行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工作成绩显著，呈现出稳中有升、高位求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自评为优。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2020年我单位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我单位主要承担全州疫情 防控工

作，工作量大，下乡次数多，导致燃油费开支较大，但是财政安排的公务用车运行经费只有 8200元, 专项经费严

格规定不能开支车辆燃油费，单位公车运行燃油费存在一定的支出矛盾；另外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低，年龄偏大，

业务知识老化，很难适应工作需求，由于单位编制受限，只能通过招录公益性岗位人员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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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工资以及养老金、医保金等只能从单位运转经费支出，导致单 位其他经费开支减少。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方面我们要严格预算编制，做到细化精确，争取一些费用 纳入财政预

算中，由于我单位公车有两辆（其中：一辆报废），无需另外租车，向财政部门争取将单 位租车费用作为燃油费进

行开支；另一方面严格落实专项经费使用管理规定，做到专款专用；三是严格按照《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及时到位，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实行。 四是在经费开支上严格按照八项规定执行。

临夏州动物疫控中心

2022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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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临夏州 2021 年度动物防疫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动物防疫专项资金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动物防疫水平，根据临州牧字[2021] 8号文件精神下达的, 由省兽医局

安排的动物防疫工作任务资金 20万元。由我单位实施全州提高动物防疫水平，省兽医局 安排动物防疫专项资金 20

万元，完成全州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不低于 20000份，开展技术培训、消毒灭源、疫情处置等

工作。组织开展布病检测、扑杀及无害化处置等工作，购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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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试剂、动物防控物资、疫情处置等资金已支付根据临州牧字[2019]57号文件精神下达的生猪家禽奶牛标准化规

模养殖项目补助经费 10万元，该资金实施时间 2019年 10月 0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度布病防控及猪

瘟疫苗经费，主要用于全州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开展强制免疫、免疫效果监

测评价以及实施强制免疫计划、疫情处置和人畜共患病 监测净化与防治等方面工作。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动物防疫专项资金 20万元，于 2020年 3月份由州财政局拨付我单位；完成全州禽流感、口蹄疫、 小反刍兽

医等抗体检测不低于 20000份，开展技术培训、消毒灭源、疫情处置等工作。组织开展布病检测、扑杀及无害化处

置等工作，购买实验室试剂、动物防控物资、疫情处置等资金已支付。

生猪家禽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补助经费 10万元，该项目布病检测试剂及猪瘟疫苗已全部采购完 成，已完成该

项目。

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

全州应用 12种（菌）苗免疫接种各种动物 2404. 02万头（只）次。其中，接种口蹄疫苗 599. 17万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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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平均免疫密度 99. 75%;接种禽流感疫苗 1328. 92万只（次），平均免疫密度 99. 90 %;猪瘟疫苗 46.66万头（次）；

接种小反刍兽疫疫苗 155.69万只（次），各类易感动物的群体免疫密 度长年达到 90%以上。

2、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州、县（市）疫控中心安排专人坚持每日将非洲猪瘟检测排查数据，按时上报省疫控中心。 全年共计向

省动物疫控中心送检猪血清 240份，我中心实验室全年检测猪血清 324份、组织 5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截止目

前，非洲猪瘟累计排查猪 1200万头次，未发现临床症状疑似病例。

3、常规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根据全州动物疫病流行现状，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了因病设防工作。共免疫畜禽 464.73万头（只），

其中：羊四防 127. 59万只，羊痘 114. 28万只，牛出败 11. 01万头。通过综合防制有 效降低了各类动物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

4、动物寄生虫病防治工作

坚持新药新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工作，应用虫克星、清虫佳、抗蠕敏等新型高效驱虫药物, 驱治各类动

物 1814. 01万头（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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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动物炭疽病防控工作

按照农业部《炭疽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对旧疫点及受威胁区内饲养的易感动物实施全覆盖 强制免疫，

全年共用炭疽芽泡苗免疫牛羊 6. 65万头（只），并采取了加强疫情监测、严格消毒、防 疫知识宣传等综合性防治

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发生。

6、牛羊布病检测净化工作

全州共完成牛羊布病检测 75437份，其中：奶牛检测 8897头份，阳性 1份；普通牛检测 2753份，阳性 1

份；羊检测 63787头份，阳性 49份。对阳性畜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7、牛羊包虫病防控工作

全年完成牛羊内脏检测 4124份，阳性 58份，对发现的阳性脏器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血清学检测 720

份，均为阴性；犬粪抗原检测 996份，阳性 61份。认真落实“犬犬驱虫、月月投药” 的要求，用毗哇酮驱虫药开

展驱虫 22.01万条次，发放包虫病防控宣传材料 5. 86万份。



49

51

8、 县级实验室检测及建设情况

通过考核的 7个县级兽医实验室，开展了免疫抗体效价检测，全年共计检测 55452份。东乡 县实验室准

备 7月份前完成实验室考核验收工作。

9、 州级兽医实验室病原学、免疫效价检测工作

采集畜禽血清 1070份；鸡棉拭子 560份；包虫囊 36份。按时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中心进行病原学检测。

我中心组织八县（市）按时完成了春、秋两季集中检测工作。共采集免疫血样 2000份, 进行了免疫效价检测，禽流

感、鸡新城、牛羊口蹄疫、羊小反刍兽疫等免疫合格率平均为 75.79%。

10、消毒灭源工作

以规模养殖场（小区）、养殖大户、屠宰（加工）场、交易市场、旧疫点、活畜禽及产品运 输车辆等为

重点，开展了消毒灭源工作，州、县（市）共用强力消毒灵、烧碱等消毒剂 20吨，消毒面积达 9560万平方米，消

灭了病原、净化了环境，有效防止了疫病传播。

11、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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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市）动物疫控中心，建立健全疫情报告管理制度，加强了疫情监测系统建设，建立

和完善了疫情监测报告网络，做到了专人负责、专机运行，对监测结果及时汇总、分析上报，提高了疫情的预警能

力。截至目前，全州共计上报二、三类动物疫情 141起，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12、动物疫情监测普查工作

组织各县市疫控中心在全州范围内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非洲猪瘟、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 兽疫等重大

动物疫情调查，共开展动物疫情普查 268次，基本掌握了动物疫情流行现状，为及时预警、预报，开展防控工作提

供了依据。

14、动物防疫知识培训情况

全年举办非洲猪瘟、禽流感、牛羊传染病、家畜布病等动物防疫知识培训班 2次，培训人员 120多人。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实验室监测能力及范围有待提高与扩展，目前只是停留在一些常规的项目上，对检测数据没能进一步分析

和研究，业务未实现大的突破；二是实验室人员业务技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实验室检测方法由原来的血凝试验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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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更复杂、更准确的 ELISA检测方法替代，将来还要从分子角度做病原 检测，对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知识更新和操

作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验室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有待提升, 培训工作更应加强。三是部分仪器设备老旧，没条件

校对，影响了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兽医实验室功能的充分发挥，应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积极为实验人员营造良好

的工作氛围与条件，发挥其工作积极性，为我州动物疫病防控与监测工作做出贡献。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工作完成情况：全州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及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工作完成率三 95%;全 州疫情处置和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工作完成率率M100%;全州布病免疫检查疫病防制监测等方面工 作完成率立 100%。

各项工作达标情况：全州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及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工作完成率 100%;全州疫情处置

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工作完成率率M100%;全州布病免疫检查疫病防制监测等方面 工作完成率M100%。

工作时效：全州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及小反刍兽医等抗体检测工作完成及时性；全州疫情处置和专业技

术人员培训方面工作完成及时性；全州布病免疫检查疫病防制监测等方面工作完成及时 性。

（二）受益对象的满意度M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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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情况;项目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立项规范，绩效目标合理，立项依据充分。

（二）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监控有效、资金使用规范。单位有收入和支出业务内

部控制制度，规定 1000元以上专项资金支出须经所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予以审批。

（三）项目绩效目标自评情况：项目自评达到年度目标，进一步提高了动物卫生监督监管水平。

五、 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

根据临州牧字[2019] 57号文件精神下达的生猪家禽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补助经费 10万元，该资金实施时

间 2019年 10月 0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由于该资金 2019年 12月份拨付及疫情影 响项目实施缓慢，该项目正

在实施中；根据临州牧字[2018]143号文件精神下达的中央财政动物防疫 经费 13万元是 2020年度布病防控及猪瘟

疫苗经费，该项目布病检测试剂及猪瘟疫苗已全部采购完成， 项目正在实施中，年终完成该项目。

六、经验做法及存在问题和建议

存在的问题：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使用项目资金。

七、后续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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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项目实施进度，进一步加强动物防疫监督监管工作水平，确保全州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为全州人民健康保

驾护航。

临夏州动物疫控中心

2022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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