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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财政拨款 专户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财政拨款 专户资金 单位资金

4,292.35 1,857.55 1,857.55 2,434.80 2,434.80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平武县林业和草原

局
金额单位：万元

总体资金
情况
（元）

预算支出总额
人员类、日常公用经费、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部门名称 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部门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绿色
发展”一个总基调

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良好是平武最大的
优势，绿色是平武最美的底色。因此，我局将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战略，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稳步推进涪江上游生态屏障巩固提升，助力平武建
设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经济活跃、生态文化繁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旅游强县。

紧扣“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加快林草产业转型升级，在
森林康养等新业态中有所突破”
两个核心目标

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因此，我局将坚持对外交流合作，强化科学决策引领，巩固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加快构建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公益性保护地为辅的平武
特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守好岷山腹地这块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二十大报告还提
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因此，我局将抓牢大熊猫国家公
园建设机遇，争创大熊猫国家公园“北大门”入口示范区，发挥自然教育先行试验区、
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县等林业品牌效益，力争在平武厚朴、核桃、蜂蜜等传统产业上
和森林康养、资源教育、生态导赏等新业态上有所突破，奋力扭转“大资源、小产业”
产业格局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4,292.35 4,292.35 0.00

年度主要
任务

攻坚“平武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五项主要任务

一是推深做实林长制，全面落实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责任体系，巩固和发展生态本
底，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二是探索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示范，着力打造国家公
园自然教育先行示范区、特许经营示范区、“北大门”入口示范区。三是加强林业园区
建设，积极创建省级林业现代园区，巩固提升核桃产业发展水平，推进林业经济产业发
展示范。四是提升林业基础设施条件。以森林防火通道、林区道路灾后恢复重建、巡护
便道改造等建设为契机，改善林区道路交通条件，弥补林草产业道路不畅短板，提升森
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处突机动性。五是盘活闲置林草资源。加强老河沟流域、黄土梁等地
优质林草资源包装推介，加大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力度，加强生态体验、自然导赏产业培
育，规范川金丝猴等科普建设基地建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实现。

谋划“平武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七项特色亮点。

一是林长制县乡村示范点建设工作。启动林长制示范点创建工作，推进乡村林长制办公
室规范化建设，构建“一长三员”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网格，推进林长制工作走深走实走
细。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入口社区建设。建立王朗入口社区项目库，包装一批、争
取一批，加快王朗白马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基地建设，争取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省）特许经营权试点，力争2023年投入运营并初具规模。三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高村自然
教育基地建设。指导和引导建立“民宿+自然教育”承融机制，实行老河沟生态体验预
约制度，利用闲置宅基地建立“堂馆室”，孵化本土自然教育机构，培养新农人、新村
人为乡村、民宿导赏员，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丰富产业形态，力争2023年底前，建
成高村“民宿+自然教育”模式框架和雏形。四是林业现代园区建设。加快平武锁江厚
朴园区提档升级建设，力争2023年底前进入省级林业现代园区培育县名单。五是林业产
业重点县创建。举办林业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积极改善林产营商环境，编制林业产业
发展重点县规划，科学指导全国林业产业重点县创建。六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集体林冲突
管理研究。利用世界自然基金会资金，和四川省社科院合作，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集体
林冲突管理研究，争取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处置试点，为国家公园顶层设计探
索积累实践经验。七是梳理平武林草工作经验和典型做法，力争2023年取得“全国林草
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



整体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值 绩效度量单
制作森林防
火宣传口袋

2000 条

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
面积

5000 亩

森林防火
应急预案
完成率

95 %

绩效指标性质 权重

数量指标

2023年除常态化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林长制、国土空间绿化、森林资源监管等常规工作外，结合二十大报告有关内容，为充分发挥
林业在推动绿色崛起、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推动“两山理论”实践、推动生态价值实现、推动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与发展协同
增效，我局拟定了平武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一二五七”工作思路。
（一）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绿色发展”一个总基调。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良好
是平武最大的优势，绿色是平武最美的底色。因此，我局将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战略，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稳步推进涪江上游生态屏障巩固提升，助力平武建设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经济活跃、生态文化繁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旅
游强县。
（二）紧扣“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加快林草产业转型升级，在森林康养等新业态中有所突破”两个核心目标。二十大报告提
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因此，我局将坚持对外交流合
作，强化科学决策引领，巩固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加快构建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公益性保护地为辅的平武特有自然保护地
体系，守好岷山腹地这块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二十大报告还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因此，我
局将抓牢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机遇，争创大熊猫国家公园“北大门”入口示范区，发挥自然教育先行试验区、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
县等林业品牌效益，力争在平武厚朴、核桃、蜂蜜等传统产业上和森林康养、资源教育、生态导赏等新业态上有所突破，奋力扭转“
大资源、小产业”产业格局。
（三）攻坚“平武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五项主要任务。一是推深做实林长制，全面落实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责任体系，巩固和发
展生态本底，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二是探索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示范，着力打造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先行示范区、特许经营示
范区、“北大门”入口示范区。三是加强林业园区建设，积极创建省级林业现代园区，巩固提升核桃产业发展水平，推进林业经济产
业发展示范。四是提升林业基础设施条件。以森林防火通道、林区道路灾后恢复重建、巡护便道改造等建设为契机，改善林区道路交
通条件，弥补林草产业道路不畅短板，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处突机动性。五是盘活闲置林草资源。加强老河沟流域、黄土梁等地
优质林草资源包装推介，加大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力度，加强生态体验、自然导赏产业培育，规范川金丝猴等科普建设基地建设，推动
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实现。
（四）谋划“平武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七项特色亮点。一是林长制县乡村示范点建设工作。启动林长制示范点创建工作，推进乡村
林长制办公室规范化建设，构建“一长三员”森林资源源头管理网格，推进林长制工作走深走实走细。二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入口
社区建设。建立王朗入口社区项目库，包装一批、争取一批，加快王朗白马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基地建设，争取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
（四川省）特许经营权试点，力争2023年投入运营并初具规模。三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高村自然教育基地建设。指导和引导建立“民宿+
自然教育”承融机制，实行老河沟生态体验预约制度，利用闲置宅基地建立“堂馆室”，孵化本土自然教育机构，培养新农人、新村
人为乡村、民宿导赏员，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丰富产业形态，力争2023年底前，建成高村“民宿+自然教育”模式框架和雏形。四
是林业现代园区建设。加快平武锁江厚朴园区提档升级建设，力争2023年底前进入省级林业现代园区培育县名单。五是林业产业重点
县创建。举办林业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积极改善林产营商环境，编制林业产业发展重点县规划，科学指导全国林业产业重点县创建
。六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集体林冲突管理研究。利用世界自然基金会资金，和四川省社科院合作，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集体林冲突管理
研究，争取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处置试点，为国家公园顶层设计探索积累实践经验。七是梳理平武林草工作经验和典型做

＝ 5

≥ 10

≥ 10



完成2014、
2018年度退
耕还林检查
验收工作

29000 亩

林业有害
生物成灾
率

2.1 %

森林防火
安全检查
覆盖率

85 %

时效指标
全县林业
有害生物
病防治

12 月

效果指标
森林火灾
受害率

0.1 %

经济效益指标
群众因野生
动物致害损
失降低50%以

50 %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政府
公信力

好

生态效益指标
对保护生
态环境的
作用

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利于生
态可持续
发展

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促进企
业可持续
发展的影
响和作用

好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林农林业
经营单位
满意度

95 %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众群众
满意度

95 %

其他说明

年度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 10

质量指标

≤ 10

≥ 10

＝ 5

≤ 5

效益指标

≤ 5

定性 5

定性 5

定性 5

定性 5

满意度指标
＞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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