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西安市农业林业委员会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陕

办字〔2015〕44 号），设立西安市农业林业委员会，为市政府工作部门。按照 2015 年 10 月 16 日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西安市农业林业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市

政办发〔2015〕86 号）要求，我委的主要负责全市农业、林业工作。主要承担中省农林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起草农林地方性法规，编制发展规划，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指导全市农业

生产，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产业化发展、植树造林、森林资源保护、农林科研和技术推广、畜

牧业发展、农业综合开发等工作。 

原西安市农业林业委员会下设西安市畜牧兽医局和西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两个二级

局。原西安市农业林业委员会内设 15 个处室，分别为：办公室、组织人事处、政策法规处、计划财

务处、科技教育处、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种植业管理处、产业发展处、农业机械化管理处、

果业处、综合开发处、植树造林处（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森林资源管理处、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处、



 

离退休人员服务处、市森林公安局（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市畜牧兽医局内设 3个处室，分别

为：畜牧发展处、兽医医政与药政处、动物防疫处；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内设 3 个处室，分

别为：监管处、检测处、标准处。根据市委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本部门 2019 年与原西安市统筹城

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并成立西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内设机构随之调整。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原西安市农业林业委员会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9 个，包括行政单位 1个，事

业单位 18 个（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4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4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原西安市农业林业委员会（机关） 行政单位 

2 西安市农村产权交易流转服务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 西安市农业信息网络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 西安市畜牧技术推广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 西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 西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7 西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8 西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9 西安市奶牛育种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0 西安市农机监理与推广总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1 西安市果业技术推广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2 西安市种子管理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3 西安市畜禽定点屠宰执法稽查队 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14 西安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15 西安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 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16 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17 西安泾渭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8 西安市小王涧国有生态林场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9 西安市林木种苗管理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830 名，其中行政编制 118 名，事业编制 712 名；实有人员 800

人，其中行政 121 人，事业 679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219 人。 



 

 

四、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8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追赶超越”定位和

“五个扎实”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良好。

我委承担省考指标 2 项，市考指标 44 项。（一）省考指标。 

1.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有力。2018 年，全市快速抽检各类农产品 16.4 万批次，为年度目标任务

的 126%；定量检测 2386 批次，为年度目标任务的 108%。全年省级考核总体抽检合格率 99.2%，比省

上下达目标任务高 2 个百分点。 



 

2.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前三季度，我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177 元，同比增

长 8.9%，较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总量全省第一，增速超目标任务 0.1 个百分点，在 11 个地

市中与杨凌区并列第四名。预计全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9%左右。 

（二）市考指标。 

1.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 

（1）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开展耕地保护行动，建立耕地质量调查点位 409 个，建设高标准

农田 2.3 万亩，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19.56 万亩，总产 142.14 万吨，较 2017 年增长 1.6%。完成 18

个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预计蔬菜总产量 400 万吨，水果产量 121 万吨，肉、蛋、奶类产量分别达到

16 万吨、14 万吨、48 万吨。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5.7%。 

（2）扎实推进农业提档升级。积极开展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建立部级小麦绿色高质高

效创建核心示范区 1 个，省级综合示范基地 3个，市级千亩示范方 50 个，建立市级秋粮（玉米、大

豆）绿色示范区 20 个，带动了粮食生产方式向绿色高质高效转变。围绕猕猴桃、石榴、葡萄、樱桃、

草莓等特色优势水果，扶持建设标准化果园 6个、观光果园 14 个、主题公园 1个、酒庄 1 个，改造

升级草莓万亩基地 1 个，推动全市特色水果结构调整和标准化提升。 

（3）深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开展田园综合体试点工作，6 个市级田园综合体创建工作全面启

动。开展休闲农业提升行动，评选出 10 条精品旅游线路。全年休闲农业接待游客 2650 万人次，实现

经营收入 26.70 亿元，分别为年度目标任务的 106％和 106.8％。农业特色小镇建设顺利。 



 

（4）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含复查换证）75 个，认定无公害农

产品基地（含复查换证）65 个，分别为年度目标任务的 187.5%和 162.5%。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种植业、果业、畜牧业标准化生产覆盖率分别达到 48.68%、50.5%、68%。完成周至猕猴桃、户县葡

萄的地理标志认证和阎良甜瓜区域品牌认证工作，全市 13 个地理标志产品获得双认证。建立农产品

质量追溯平台，可追溯经营主体达到 258 家，产品 307 个。 

（5）加大农资市场监管力度。强化种子市场监管、质量监督、新优品种试验示范及信息服务等

工作，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534 人次，检查企业 776 个次，现场纠正违法行为 93 个次。加强兽药市

场监管，严格做好经营企业 GSP 检查验收工作，完成 3家生物制品企业兽药 GSP 验收，查处涉嫌生产、

销售假劣兽药案件 2 起，全市兽药经营企业全部纳入国家兽药二维码管理平台，实现了兽药市场可追

溯管理。 

2.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宜居家园。 

（1）继续推进“四治一增”。扎实开展“美丽西安·绿色家园”行动，完成五路两侧增绿美化

面积 6447 亩，为年度目标任务的 100%。完成全市两路两侧“三化”整治面积 7948.74 亩。大力开展

国土绿化行动，完成造林面积 3.56 万亩，为年度目标任务的 118.7%。打好“减煤”攻坚战，与 214

家农业企业签订用煤削减责任承诺协议，完成用煤设施拆除 73 个。 

（2）认真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发展责任制。完成秦岭违建别墅整治有关工作，建立保护管理秦岭

地区森林资源的长效机制。配合完成“天保工程”省级考核，做好森林督查工作，指导区县认真核查



 

疑似图斑违法案件线索并报送查处结果。协调相关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区县林业局做

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配合做好西安秦岭国家公园管理局筹建前期准备工作。全力防控森林火灾，

全市共发生森林火灾 2起，受害森林面积 10.80 亩，森林火灾受害率远远低于 0.9‰省控目标。 

（3）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田园清洁”专项行动，全年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550.326

万亩，减少化肥用量 3.22 万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85%；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 99.15 万

亩，减少农药使用量 51.38 吨，农药利用率达 39.6%；建立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示范网点 32个，高

强度高厚度可回收新型地膜应用试验示范点 7个，收集各种农药包装废弃物 1.32 吨，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率达 95.3%，高于目标任务 5.3 个百分点。 

（4）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配建和提升 150 多个规模养殖场污处设施，建成区域性畜禽

粪污处理中心 3个，创建市级以上畜禽标准化养殖场 20 个，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达到 80%以上，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75%以上，均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农村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工作任务，全年新建区域性无害化处理场 2家，养殖场专用无害化处理设施 3 家，无害化

处理病死畜禽 6.24 万头只，实现了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全覆盖。落实禁养区畜禽禁养限养制度，

按期完成禁养区划定和关闭搬迁任务，全市划定禁养区 6021 平方公里，完成了 1787 个养殖场户的清

栏关闭任务。 

（5）积极增加林业生态产品供给。加快推进苗木花卉产业发展，新增苗木花卉 9.1 万亩，累计

达到 82.46 万亩，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全市累计举办花事活动 48 场次，蓝田县获得苗木花卉省级示



 

范县，5个园获得苗木花卉省级示范园。出台《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

森林公园规划修编工作，促进森林公园依法依规健康发展。 

3.持续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强化制度有效性供给。 

（1）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我市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全国 50 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

点单位，被省政府评选为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单位。全面完成农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工作，成立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1745 个，为年度目标任务的 134%。市级、10 个涉农区县、

141 个镇街建成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497 个村设立了产权交易服务站。目前，交易平台已累计

发布各类农村产权交易信息 2779 条，开展农村产权抵押担保贷款业务 1.05 亿元，开展交易 1079 宗，

涉及土地面积 10.8 万亩，成交金额 4.33 亿元。 

（2）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逐步健全农业灾害风险分散机制，出台《西安市 2018 年政策性农

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总保费 1.89 亿元，落实市级配套资金 1716.01 万元。指导阎良区制定粮食

适度规模经营金融结合信贷贴息试点方案，阎良区农林局与担保公司、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项目

总投资 3000 万元。 

（3）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继续做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工作，培育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新认定家庭农场 193 家，为年度目标任务的 159.4%，全市总数达到 1005 家。新增农民专业合作

社 624 家，总数达到 8300 家，新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 家左右。 



 

4.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 

（1）强力推进“十百千万”产业扶贫工程。重点扶持苗木花卉、中蜂等 10 个扶贫主导产业，协

同推进食用菌、草莓等小众特色产业，累计扶持 533 个经营主体与 3707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利益

联结关系，实现全市 8492 户产业扶贫户中长期产业全覆盖，142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 

（2）建立产业扶贫“三库一基金”。建立产业扶贫对象信息库、产业扶贫项目库和技术专家信

息库，设立市产业扶贫（农业）投资基金。目前，全市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发展产业的贫困户

8492 户，项目库储备 10 大类 332 个项目，市县两级入库专家 370 人。市产业扶贫基金公司成立运行，

落实资金 11.11 亿元，已到位资金 1.66 亿元，征集项目 22 个。 

（3）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建立完善产业脱贫技术服务 110 指挥体系，累计培训贫困群众 6.4

万人次。全市共选聘贫困户护林员 416 人。组织秦岭国家植物园等 7 家涉林单位进行生态扶贫“五个

一批”开放工作，共吸纳贫困人口 238 人，全年累计发放工资 307.1 万元。 

（4）大力做好包村帮扶工作。协调资金 1400 万元，投入资金 515 万元，帮助蓝田县磨李村和周

至县渠头村壮大主导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整治村内环境。两个村 20 户贫困户除 6 个五保户外全部

达到脱贫标准。 

5.汇聚多层次力量，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1）加强资金多元投入力度。全年申报各类项目 320 多个，争取中省资金 6.96 亿元，为年度目

标任务的 10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达到目标任务要求。深入推进 PPP 项目，入库项目 2个。其

中，西安市动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总投资 1.18 亿元，荣华田园综合体已完成签约 0.29 亿元。 

（2）提高新型农民综合素质。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年培育职业农民 2235 人，为年度目标

任务的 112%；认定职业农民 3056 人，其中初级职业农民 2937 人，中级职业农民 119 人。开展农业

科技大培训，累计培训 1984 场次，15.87 万人次。开展农村土专家、田秀才参与职业农民培育 684

人。 

（3）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推进“小农业”对接“大市场”。与西

安立人集团签署西安市农村信息站综合信息服务建设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在我市全面启动“益农信息

服务社”，建立农业运营大数据，畅通供销信息，促进产品销售。加强与京东、阿里等公司合作，促

进农产品线下线上对接。 

（三）共性指标。 

1.深入推进行政效能革命。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成立营商环境领导小组，设立了审批窗口，实现了审批并网，全力推行数

字化审批，扎实推进“一网通办”，办结时限压缩 40%以上。除 5 项需初审后上报核准事项外，其它

16 项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依法核准下放事权，取消行政职权 4 项，下放行政职权 2 项，整理

移交行政职权 3项。实施职权依法“瘦身”，我委行政职权从 394 项核减到 119 项。 



 

2.着力加强党的建设。 

认真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制定了《委党组抓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责任清单》，“四互”

检查评比量化标准，明确了全委固定党日时间，印制了《党员“积分制”管理手册》，建立了季度公

示党费、半年“四互”评比、年底述职评议等责任落实机制。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和 “双重”组

织生活等制度，建立了委领导班子成员抓基层党建联席点制度，组织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在全委系

统表彰了“农林先锋党组织”10 个、“优秀党务工作者”10 名、“农林铁军优秀共产党员”60 名。

1 个支部被市级部门授予“先锋党组织”，1人被市级部门授予“脱贫攻坚排头兵”称号，1人被市

委、市政府授予“最美公务员”称号。 

3.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强化依法行政，全年共依法指导规范 241 起具体行政行为，委属事业单位全部落实法律顾问制度。

实施行政执法监管平台，实现了全市农林监管的“双随机一公开”模式。审核规范了 27 宗农林行政

委托执法案件。完成《宪法》及“七五”普法活动。今年以来，未发生市农林委作为被告的 “民告

官”的行政应诉案件。积极做好信访、维稳、保密工作，深入推进“平安鼎”和“扫黑除恶”工作，

全委系统安全稳定，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比上年增长（减少）情况，分析变化主要原因 



 

本部门 2018 年度总收入 28031.73 万元，2017 年度总收入为 28372.28 万元，2018 年度总收入较

2017 年度减少 340.55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农业部、省级拨付专项资金减少。2018 年度总支出

为 28453.23 万元，2017 年度总支出为 28960.51 万元，2018 年度总支出较 2017 年度减少 507.28 万

元，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中央、省级拨付专项资金减少。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总收入为 28031.73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6971.63 万元、经营收入 421.95

万元、其他收入 638.16 万元。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总支出为 28453.2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856.02 万元，项目支出 13175.27

万元，经营支出 421.95 万元。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26971.63 万元，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为 27605.37 万元，2018

年度总收入较 2017 年度减少 633.74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中央、省级拨付的专项资金减少。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为 27332.46 万元，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为 27706.86 万元，2018 年度总支出较

2017 年度减少 374.40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为：中央、省级拨付的专项资金减少。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为 27332.46 万元，其中农业结构调整补贴支出 2864.99 万元，占

总支出 10.48%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支出 1802.46 万元，占总支出 6.59%；森林资源管理支出 914.37，

占总支出 3.35%；执法监管总支出 739.26，占总支出 2.7%；病虫害控制支出 584.1 万元，占总支出

2.14%；农产品质量安全支出 543.95，占总支出 1.99%；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支出 279.56，占总

支出 1.02%。 



 

 



 

3.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为 14726.65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 13651.37 万元，公用

经费支出 1075.28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7051.3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2739.19 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1538.34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2773.82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的合同金额

1020.19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 14.46%。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共 302.28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 33.69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11.15%；公务接待费支出 7.41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2.45%；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261.18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86.4%。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33.69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15.86 万元，与当年预算对比增加了 23.69

万元，主要原因为按照外办要求，业务考察次数、人数增加。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出国（境）团组 5 个，累计 6人次。开支主要内容为果业技术交流活动支出。 

2.公务接待费支出 7.41 万元，均为国内公务接待支出，比上年决算减少 4.8 万元，与当年预算

对比减少 12.29 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务接待次数减少。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国内公

务接待 185 批次，517 人次。开支内容主要为接待外地农林及相关部门来我市考察调研、学习交流等

公务活动。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261.18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41.49 万元，较上

年决算减少 56.17 万元，与当年预算对比减少 55.63 万元，主要原因为扶贫办单独成立后于 2018 年

划分账务，故检查、助推、培训、下乡工作较上年有所减少。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19.69 万元，较上年

决算增加 19.69 万元,与当年预算对比无变化。主要原因为工作需要，本部门下属单位西安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站购入公务用车一辆。2018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的公务用车保有量

82 辆；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 1 辆。 

4.会议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支出 745.05 万元，2017 年度支出 354.51 万元，2018 年会议费较上年决算增加

了 390.54 万元，与当年预算对比增加 606.64 万元，主要原因为 2018 年承办农民节活动、第二次世

界饮品大会，故会议费支出增加。 

 



 

5.培训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支出 645.74 万元，2017 年度支出 668.10 万元，2018 年支出较上年决算减少

22.36 万元。与当年预算对比增加了 382.43 万元，主要原因是中省安排培训班增加。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

中，一级项目 1个，二级项目 1个，共涉及资金 1072.2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8.5%，

自评分数为 82.6 分，评价结果为良好。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 553.54 万元，较上年决算增加 18.44 万元，增长率为 3.40%，

主要原因为日常公用经费标准提高。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82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3 台（套）；

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台（套）。2018 年当年购置车辆 1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

设备 0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等费用。 

2.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工资福利支出：指各部门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类社会

保险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指用于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主要包括：单位发放的离退休经

费、生活补助、住房公积金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指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主要包括：办公费、水电

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不包括项目支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 

3.项目支出：是指根据职能职责为完成行政工作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的年度项

目支出支出项的目。 

4.“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