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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畴县 2023 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调整方案

为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确保过渡期内各项政策平稳过渡，持续推进脱贫摘帽地区乡

村振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30 号）、《财政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林草局 国

家乡村振兴局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财

政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财办〔2021〕

16 号）、《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云发〔2021〕1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和《中共云南省

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云厅字〔2016〕20 号）

要求，结合当前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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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

同富裕方向，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把“产业振兴”摆在“五个振兴”中的首要地位。做

好财政投入政策衔接，在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

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需要和财力

状况，合理安排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重点。

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使用效益，为脱贫攻坚和农业农村发展升

级提供资金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围绕规划、精准整合的原则。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

生活改善。以脱贫攻坚规划为引领，以脱贫成效为导向，编制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年度项目计划，引导财政涉农资金的精

准统筹整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坚持有序调整、平稳过渡。在过渡期内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在主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

的基础上，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和时限，增

强脱贫稳定性。

（三）坚持明确分工、协调配合的原则。实行以规划引领项

目，以项目引导整合，以整合带动实施的工作思路，建立健全统

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协调工作机制，明确各涉农部门统

筹整合职责，夯实工作责任，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强有力的协调

配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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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狠抓落实，权责匹配。在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的过程中，各乡（镇）、各部门作为实施主体，承担资金安

全、规范、有效使用的具体责任，应切实负责，推动落实。

（五）坚持积极稳妥、注重绩效的原则。按照政府统筹整合、

各乡（镇）、各部门具体实施的模式，积极稳妥推进，严格规范

管理，建立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及绩效考核机制，

高效管理使用好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

三、整合目标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 5 年过渡期。从解决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

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 2025

年，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脱贫地区经济

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乡村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提

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取得显著进

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分类帮扶长效

机制逐步完善，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

四、整合资金的范围

（一）纳入整合范围的资金（以下统称整合资金）包括各级

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

原则上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中共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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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的通知》（云厅字〔2016〕20 号）规

定的范围保持一致，县级财政结合本地实际，明确本级整合资金

范围，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实现脱贫县财政涉农资

金实质整合。

（二）对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实行清单管

理、动态调整，并根据中央和省州有关要求，结合县情实际适时

调整资金清单。整合后的资金按照统筹使用的原则，聚焦支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五、整合资金使用方向

（一）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围绕道

路、供水、供电、农田水利、环境等五大工程措施，按照贫困村

脱贫标准和乡村振兴示范村进行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

板”，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农村生

活环境，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二）支持产业发展扶贫。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科技推广、小额信贷及互助资金等

措施，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带

动作用，分类分项支持贫困户产业发展，拓宽增收渠道，实现产

业发展脱贫。

（三）支持贫困能力提升建设。通过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农业技能培训、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等措施，使贫困群众真正掌握

从事产业的生产技术和创业服务技能，着力提升贫困群众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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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收和发展能力。

（四）支持雨露计划。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接受中高

等职业教育进行助学补助，减轻贫困户家庭负担，确保贫困学生

职业教育有保障，增强贫困学生转业就业能力。

（五）支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通过支持农业资源

及生态保护、水土保持、林业改革发展、农村环境整治等解决好

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六）统筹整合资金可用于项目管理费支出。实施统筹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而发生的扶贫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相关的规

划编制、评审评估、招标监理、检查验收、绩效评价以及资金监

管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可使用统筹整合资金支出。

六、整合资金规模

2023 年全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1273 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136 万元、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137 万元。

七、建设内容及资金投向

本年度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按规定用于农业生产、畜牧生产、

林业改革发展、乡村旅游、水利发展、农田建设、农村环境整治、

农村道路建设等项目，在整合资金范围内统筹安排使用。具体建

设内容及投资为：

（一）农业生产

1.西畴县 2023 年榨季甘蔗产业发展补助资金 473.42271 万

元。在柏林乡、蚌谷乡、法斗乡、鸡街乡、莲花塘乡、新马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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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街镇实施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植新植 1.3 万亩；实施宿根全

膜覆盖 1.7 万亩；柏林等 7 个乡镇配套建设甘蔗产业道路 80 公

里。

2.西畴县 2023 年烤烟产业发展奖补资金 256.36 万元。在西

洒镇、法斗乡、董马乡、蚌谷乡、兴街镇、莲花塘乡、新马街乡

发展烤烟种植 1.86 万亩。

3.西畴县猕猴桃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资金 103.39 万元。

在西畴县兴街镇石漠化治理示范区内种植猕猴桃 5000 亩，其中

建设猕猴桃文化科普长廊 630 米，1584 平方米的文洛式温室，

13800 平方米联栋温室育苗大棚、冷库、发酵池等。

4.西畴县八角提质增效项目资金 150 万元。实施八角提质增

效 3000 亩，其中莲花塘乡 1000 亩，柏林 1000 亩，兴街镇 1000

亩。

5.西畴县油茶提质增效项目资金 150 万元。实施油茶实施提

质增效 3000 亩，其中柏林乡 1000 亩，莲花塘乡 1500 亩，鸡街

乡 350 亩，兴街镇 150 亩。

6.西畴县产业发展小额信贷贴息资金 480 万元。对全县 9 个

乡镇脱贫户产业发展小额贷款贴息 2450 户。

7.柏林乡手工艺文化发展试点项目资金 90 万元。在柏林乡

建设手工艺产业发展项目生产基地一个，用于服务柏林乡手工艺

制品文化产业发展。

8.莲花塘乡和平木者产业防洪灌溉一体化沟渠建设资金 25

万元。在和平田棚、木者坝子蔬菜基地建设一条防洪、灌溉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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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沟渠。

9.西畴县莲花塘乡芦差冲村 2023 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工程

392 万元。实施硬化产业路 2 条，全长 4.047km；建设直径 110 PE

引水管 4500 米，直径 75 PE 送水管主管 5000 米，建设容积为

1800 立方米蓄水池 3 个。

10.兴街镇新兴社区易地搬迁点后续产业扶持巩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资金 228 万元。在兴街镇新兴社区易地搬迁安置点安装

太阳能路灯 60 盏，以村集体投入的形式搭建 5000 平方米的林木

加工制品加工点 1 个。

11.兴街镇东升村委会新房子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60 万元。实施民族服饰文化产业开发，建成厂房 240 平方米及

配套基础设施。

12.新马街乡百村示范村建设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30 万元。实

施建设石碑村小组辣椒产业道路 3300 米，小江东乌骨鸡产业道

路硬化 1100 米；上寨种植芒果树 600 颗，种植坚果树 2000 颗。

13.柏林乡景德寨特色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50 万元。在柏林乡

景德寨示范村实施沿路油茶带新植 5 公里，提质改造 955 亩（油

茶 500 亩，八角 455 亩，施肥、修枝），产业道路开挖 2 条 6 公

里。

14.董马乡上下锅底塘村小组百村示范村建设产业发展项目

资金 50 万元。在董马乡上下锅地塘村百亩食用仙人掌种植示范

基地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涉及锅地塘村委会，包括产业道路、

胭脂虫养殖大棚等配套设施建设，农户种养殖培训、土地流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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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奖补等费用。

15.西畴县董马乡无刺花椒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 180

万元。在董马乡锅地塘村委会，规划种植无刺花椒 1000 亩，流

转土地 1000 亩。

16.西洒镇布摆村集体经济石材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 80 万

元。建设 6000 平方米厂房一座。

17.西洒镇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60

万元。由村集体对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土地流转用于烤烟、油

菜、连翘种植，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增加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

象的转移性收入。

18.蚌谷乡木者村委会村集体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

金 320 万元。在木者达孟海子实施 500 亩农特产品及占地 500 平

方米山泉水物流中心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19.蚌谷乡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20

万元。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无劳力、弱劳力、半劳力、经营能

力弱、已集中搬迁安置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土地资源，发展巴西

菇、中药材、蔬菜种植基地等产业，按照 600 元每亩进行土地流

转奖补到户。同时针对有劳力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低收入群体，

通过村集体或大户带动，鼓励其自主发展产业，实施到户奖补。

20.莲花塘乡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40 万元。由村集体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各村脱贫户及三类监

测中无劳动力、半劳动力、弱劳动力户土地，进行土地流转发展

产业。全乡涉及 72 户 200 亩，每亩奖补 500 元，发展甘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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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生姜等产业 170 亩。

21.莲花塘乡农特产品孵化中心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150 万

元。在莲花塘德者新建加工厂房（包含加工区、库存区、晾晒场

地），占地 500 平方米；购买加工设备一套。

22.兴街镇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100 万元。由村委会牵头实施，盘活全乡 140 户无劳力、弱劳力、

半劳力、经营能力弱、已集中搬迁安置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土地

资源，发展八角、烤烟、油菜等产业，按照 600 元每亩进行土地

流转奖补到户，分村进行实施。同时针对有劳力的脱贫户及监测

对象低收入群体，通过村集体或大户带动，鼓励其自主发展产业，

实施到户奖补。

23.新马街乡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30 万元。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各村脱贫户及三类监测中无

劳动力、半劳动力、弱劳动力户土地，进行土地流转发展产业。

全乡涉及户 72 户土地 200 亩，每亩补助 500 元，发展甘蔗、辣

椒、生姜等产业 200 亩。通过奖补脱贫户及三类监测自行养殖生

猪、肉牛，按照生猪每头 500 元，肉牛每头 1200 元补助。

24.柏林乡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20

万元。对柏林乡 583 户脱贫户及三类对象发展合作产业，由村集

体流转土地 277.55 亩，与合作社联结发展油茶，每亩投资 1000

元，采取“合作社+脱贫户、三类对象+基地”的模式合作发展。

25.法斗乡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60

万元。由村集体牵头实施，盘活全乡 300 余户无劳力、弱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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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劳力、经营能力弱、已集中搬迁安置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土地

资源，计划流转土地 800 亩，发展八角、烤烟、油菜等产业，按

照 300 元每亩进行土地流转奖补到户，分村进行实施。同时针对

有劳力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低收入群体，通过村集体或大户带动，

鼓励其自主发展产业，实施到户奖补。

26.法斗乡仙人掌产业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 50 万元。三

元井村委会发展仙人掌产业，第一期计划种植 100 亩，逐步扩大

规模，流转土地、前期管理、修建机耕路、安装滴灌等农业基础

设施投入。

27.董马乡董马村委会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50 万元。

在董马乡董马村委会新建新能源烤房群 20 座，占地 2.52 亩，项

目建设采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方式，每座烤房可满足 20

亩共 400 亩的烘烤任务。

28.董马乡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30

万元。由村集体牵头实施，盘活全乡 392 户无劳力、弱劳力、半

劳力、经营能力弱、已集中搬迁安置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土地资

源，计划流转土地 500 亩，发展无刺花椒、烤烟、油菜等种植业，

按照 600 元每亩进行土地流转奖补到户，分村进行实施。同时针

对有劳力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低收入群体，通过村集体或大户带

动，鼓励其自主发展产业，实施到户奖补。

29.鸡街乡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产业合作发展项目资金 40

万元。由村集体牵头实施，盘活全乡无劳力、弱劳力、半劳力、

经营能力弱、已集中搬迁安置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土地资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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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流转土地 600 亩，用于发展烤烟、油菜等产业，按照 600 元每

亩进行土地流转奖补到户。同时针对有劳力的脱贫户及监测对象

低收入群体，通过村集体或大户带动，鼓励其自主发展产业，实

施到户奖补。

30.西畴县嫩妖妖豆制特色品标准化厂房新建项目资金 350

万元。建设一个标准化豆制品生产厂房，厂房占地 20 亩，按科

学规划分布为基础工艺加工区、产品分类加工区、产品包装区、

各类仓库群、试验区等区域，含仓库、锅炉房、排污系统、净水

系统及综合实验楼等。

31.西畴县兴街镇贵相维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品种改良项目

资金 15 万元。购买优质种苗 1.5 万颗，购买基质土 40 立方米，

购买珍珠岩 1000 袋。

32.西畴县莲花塘和平至磨合片区烟田产业灌溉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资金 200 万元。完成烟田种植产业础设施建设，新建灌区

主供水管网 22.102 公里，100 立方调节池 5 个，50 立方蓄水池

8 个，30 立方蓄水池 3 个。

33.西畴县兴街镇甘塘子片区苦参中药材产业基地项目资金

146 万元。在甘塘子片区建设 50 立方米灌溉蓄水池 45 座（每座

1.96 万元）、排水沟 2.42km（每公里 23.9 万元），为 135 亩以

苦参为主的中药材基地提供灌溉用水及排除水涝隐患。

34.西畴县蚌谷乡程家坡片区山岛中药材产业基地项目资金

95.56 万元。在程家坡片区建设蓄水池 11 座（其中 200m3 蓄水

池 1 座，每座补助 10 万元；100m3 蓄水池 10 座，每座补助 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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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种植以山岛为主的 112.05 亩中药材提供灌溉用水。

35.鸡街乡 2023 年那马村委会村集体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10

万元。那马村集体种植榨糖甘蔗 60 亩、发展生态渔业养殖 3 亩。

36.西洒镇刘家塘示范村产业项目资金 100 万元。实施一是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施喷灌管网安装 200 亩，新建机耕道

1000 米，土壤改良 200 亩；二是发展种植业，计划实施花生种

植 200 亩，油菜种植 250 亩以及发展庭院经济；三是特色民族文

化村容村貌整治；四是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37.鸡街乡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50 万元。在中寨村委

会汪家坪种植黄金油桃 2000 棵、那马村委会下坝种植芒果 500

棵、王家塘老寨、瓦窑、韦家队、野马塘、凹塘、三丫口中寨种

植金银花 6500 棵及 8 个村庄风貌提升。

38.鸡街乡小箐湾村小坝塘维修项目资金 50 万元。对鸡街乡

海子村委会小箐湾村小组小坝塘进行维修，坝底维修面积约 600

平方米，边缘维修面积约 300 平方米。

39.法斗乡百村示范产业类项目资金 50 万元。在法斗乡董有

村建设马龙洲百草路 800m、马龙洲粽子产业示范园 430 平方米、

大冲林下经济产业 100 亩、大冲经济林木带 460m、生产路 0.6km，

实施草果产业提质增效工程。

40.鸡街乡鸡街村委会村集体经济农特产品建设项目资金 20

万元。实施村集体交易中心简易钢结构罩棚 877 平方米，配套建

设临时交易摊位 114 个，临街铺面 7 间，面积 176 平方米，公共

厕所 1 处，面积 41 平方米，管理用房 1 栋，面积 20 平方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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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建设相关附属围墙、给排水设施和电力电信设施。

41.2023年西畴县蚌谷乡长箐村委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项目资金 200 万元。瓦屋面提升 1 个村组 11 户 1500 平方米、村

庄风貌提升 14 个村组 221 户、道路清理整治 2.3 公里、村组范

围内安装太阳能路灯 30 盏等。发展庭院经济（金线莲种植）2

个村组 37 户 2105 余平方米、种植油菜 1 个村组 120 余亩、种植

粽叶 4000余平方米、烤烟与优质豆轮作产业发展 40 个村组 2000

亩、庭院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32 个村组 5760 余平方米。

42.柏林乡柏林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资金 50 万元。为引导柏

林乡油茶向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计划在沙沟村小

组实施育苗基地试点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建育苗棚、苗圃围

栏；道路硬化 100 米和场地硬化 600 平方米；管理用房 200 平方

米，配套 20 立方米水池 1 个，管网建设预计 2 公里，喷、滴灌

及供电设施，示范基地建设 30 亩，包括机耕路 1 公里，整地、

抚育管理、以及购置灌溉设备和农机具等。

43.西畴县 2023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建设项目资

金 9.5 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核心

示范面积 0.5 万亩，辐射带动全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10 万

亩。

（二）畜牧生产

1.西畴乌骨鸡疫病防控体系补短板建设项目资金 20 万元。

购置 1 台冰箱 8400 元；冰柜一个 6500 元；2 台生物安全柜 62400

元；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67500 元；1 台恒温培养箱，4200 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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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恒温水浴锅，1600 元；1 台混匀仪，1100 元；1 台研磨仪，45400

元；一台磁力搅拌器，1600 元；电子天平 1 台，800 元；一台真

空检测仪 500 元。

2.西畴县龙堂乌骨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乌骨鸡产业项目资金

42.8 万元。养殖西畴乌骨鸡 2.5 万羽，常年存栏 2.5 万羽，年

出栏 5 万羽以上，带动其他农户发展乌骨鸡。

3.法斗乡小集群肉牛养殖示范项目资金 150 万元。在法斗村

委会、三元井村委会、新箐村委会肉牛养殖较为集中的 3 个村组

实施该项目，对养殖户自行扩大（新建）养殖圈舍，改造（新建）

牛粪处理池的农户进行奖补；新建 100m³产业用水蓄水池 2 个，

铺设用水管网；建设青贮饲料加工厂 1 座，配套加工设备，引进

生产技术；建设青储饲料仓库 2 个；有机肥生产厂 1 座，配套加

工设备，引进生产技术，该项目所形成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

归属权为村集体。

4.西畴县乌骨鸡品种提纯复壮补短板项目资金 180 万元。实

施装饰装修部分 1 项、实验台柜部分 1 项、电气系统部分 1 项、

给排水系统部分 1 项、实时荧光定量 PCR 议 1 项。

5.西畴县肉牛养殖用水项目资金 240 万元。在鸡街乡那马村、

海子村、龙老村、中寨村、鸡街村实施 200m3 水池 1 座，配水管

道 44754m，解决 2860 头肉牛养殖用水问题。

（三）林业改革发展

1.莲花塘乡林下中草药种植产业资金 104.5 万元。鼓励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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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村小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或林下种植，种植金线莲、黄精、

重楼等中药材，按照产量进行奖补。

2.西畴县林帆木姜子基地和生产加工厂房建设项目资金 60

万元。在兴街镇清河村委会红石岩村实施 2000 平方米彩钢瓦厂

房及其配套设施建设、1000 立方米水池建设、1000 亩示范基地

建设。

（四）乡村旅游

1.西畴县鸡街河汤谷段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310 万

元。结合汤谷 4A 级景区创建，新建河流两岸堤防工程 7.641km，

堤顶道路及环形步道 8.99km，重建农机桥 1 座，新建农机桥 1

座、人行桥 2 座及灌溉取水闸 1 座。在实施过程中结合排涝设施

布置 54 个排涝管口及 2.9km 集中式排涝沟，并在河道沿线布置

34 个亲水平台。

2.兴街镇革机片区农旅融合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100 万元。通

过村民土地集中入股的形式，种植花椒 50 亩，仙人掌 200 亩。

配套机耕路 3000 米，建设水果自助采摘园 50 亩，打造山顶露营

基地 40 亩及 3.5 米宽道路建设 2000 米，亲子游乐园 20 亩，配

套亲子游乐设施；荷花种植 150 亩（含开发荷花文旅产品、荷塘

养鱼）。

3.兴街镇东升 3A 级景区乡村旅游产业建设项目资金 200 万

元。建设不规则毛石嵌草路面：1830.08 ㎡；停车场植草砖铺：

1181.66 ㎡；绿化工程：种植土回（换）填 4461m³，草坪 18057

㎡；安装工 DN300 双壁波纹管 100m，沉泥井 2 座，DN50PE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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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按照太阳能路灯 49 套。

4.兴街镇达嘎村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提升项目资金 10 万元。

在兴街镇东升村委会达嘎村小组安装红色旅游景点标识牌 3 套，

规格 2 米-3 米；安装公厕标识 5 个，规格 50 厘米-35 厘米；安

装全景导览（双面）1 套，规格 3 米-2.8 米；安装厕所标识 1 套，

规格 1.8 米-2.8 米；安装停车场全景导览（双面），规格 3 米

-1.8 米；安装路口导示牌 3 套，规格 2.6 米-0.8 米。

5.西洒镇汤谷村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提升项目资金 10 万元。

在汤谷村小组维修更换太阳能路灯电池及控制器 36 盏，汤谷村

小组活动广场水池池底填平及硬化处理 19.25平方米（长 5.5米、

宽 3.5 米、厚 5 公分），建设民族文化元素建设 2 块，对汤谷村

小组活动广场 1 处基础提档升级。

6.莲花塘乡香坪山发展生态康养旅游产业项目资金 50 万元。

完善旅游产业基础设施，乱毛石与混凝土砌筑挡土墙支砌 564m³、

场地平整（混凝土浇筑）1100 ㎡、路面硬化（C30 混凝土铺设

20cm 厚铺面）391 ㎡、节点水管安装 550m、混凝土排水管安装

26m 等。

7.蚌谷乡美丽乡村示范创建文化旅游产业类项目资金 50 万

元。在蚌谷乡龙正村产业道路开挖 1136 平方米，蚌谷乡陡坎村

小组建设配套 800 立方米水池一个，建设产业配套道路 3970 平

方米。

8.新马街乡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项目资金 50 万元。

实施红色革命标识石碑刻字 320平方米、村庄污水管网建设 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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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美丽庭院）1160 平方米、民族文化墙

建设 310 平方米。

9.兴街镇 2023 年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试点项目资金 500

万元。在兴街镇实施村集体经济文旅融合产业项目。建设露营基

地场地、以及水电、路、排水排污管道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露

营台地、帐篷、卫生间等露营配套相关设施；建设配套亲子儿童

乐园，配齐网红碰碰球、三维针雕、户外蹦床、秋千吊椅、儿童

攀岩墙、攀爬网、儿童滑梯等娱乐项目；网红孵化、制作露营基

地宣传片等；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宣传露营基地；制作

横幅标语，制作并在公交站台、电视台等投放广告。

10.鸡街乡中寨村委会纸厂村农旅融合产业建设项目资金200

万元。实施两污治理：污水管网建设，DN300 主管 529 米、PUC100

入户管 1032 米、检查井 31 个、75 立方化粪池 2 个、30 方立方

米氧化池 2 个；饮水管网建设，主管 DN32 镀锌钢管 970 米、入

户管 DN20 镀锌管 860 米、闸阀井 1 个、新建 50 立方米清水池 1

个。二是产业发展促增收。发展枇杷栽种 200 亩，发展绿色渔业、

发展庭院经济 20 户，地埂经济 50 户，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五）水利发展

1.西畴县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村饮水安全及道路建

设）项目资金 300 万元。在贫困村建设进村道路 20 公里、安全

防护工程建设 20 公里；管网建设、大水池、小水窖建设等。

（六）农村环境整治

1.西洒镇乡村振兴岩头村美丽村庄示范创建项目资金 7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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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实施建产业道路 1 条，长 800 米，宽 3.5 米的砂石路；建卫

生公共厕所 1 座；村内道路建设，长 3000m，宽 2.5m；酬勤院主

体结构改造工程。

2.蚌谷乡达孟海子片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建设项目资金 100

万元。实施木者村达孟海子片区水头、下寨 、对门三个村小组

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占地 50 平方米。

3.新马街乡农村污水治理项目资金 150 万元。在新马街乡六

位厂、坪坝、新坪街、田冲、新地房、上寨、丫口田、懂述大寨、

中落、兵守共 10 个村小组建设污水管网 50 公里、污水处理尾端

化粪池 30 个 900 立方米。

4.西洒镇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40 万元。

在龙泉刘家塘村、骆家塘脚魁村、骆家塘下寨村实施排污管安装

4500 米；对 3 个村小组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村内残檐断壁清理

拆除、沟塘、卫生死角、边坡、土墙、危险建筑物加固和拆除等）；

对 3 个村小组实施人居环境提升建设；实施化粪池建设 60 个；

对 3 个村小组实施新建绿化带 170 米。

5.蚌谷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150 万

元。在蚌谷乡水头、对门、下寨、长箐冲子、陡坎、赵家干海子

实施两污治理建设，对部分村内道路、沟塘、死角、边坡、土墙、

危险建筑物加固和拆除等治理，建设标准化化粪池约 220 座、装

排污管道约 15 公里。

6.莲花塘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135

万元。在莲花塘乡德者、革岔交支坟、小锡板街上、大锡板下寨、



— 20 —

界牌大坪子实施排污沟及排污管网项目建设预计 25515 米，污水

处理池 10 个。修复村内损坏路面 1 处 3600 平方米等基础设施建

设。

7.兴街镇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195 万

元。在兴街镇龙坪革机小寨村、畴阳社区干海子村、安乐村委会

漂漂小寨村、冬瓜小寨村、东升村委会三道桥村、磨合村委会磨

合箐村、东升村委会新房子村、岔路口村、新兴社区江鳅洞村、

老街村委会克广村，实施标准化化粪池 100 个、修建排污沟 2000

米、净化池 10 个 2000 立方米、装排污管道 3000 米、村庄配套

垃圾箱，垃圾车等，修复进村及村内损坏路面等基础设施。

8.新马街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165

万元。在新马街乡实施两污治理：建设污水管网 4500 米、污水

处理尾端化粪池 3 个 260 立方米；道路维护：修复村内破损路面

20 处 2000 万平方米等基础设施；村容提升：一是龙潭坡、石碑

村小组安装路灯 108 棵，二是建设文化墙体 1 万平方米，三是建

设安全防护栏 600 米；人居环境提升：处理龙潭坡、石碑村小组

处理村内脏乱差卫生死角共计 20 处 600 平方米。

9.柏林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15 万元。

在柏林乡上龙树寨实施 4 条处理线、12 立方三格式化粪池 2 个、

5 立方三格式化粪池 1 个、3 立方三格式化粪池 1 个、4 个露天、

8 个窨井沉沙池。

10.法斗乡百千万示范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50 万元。在

法斗乡青龙山、三棵树、水头、箐门外建设生物污水过滤池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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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铺设污水管网 4 ㎞，入户路补短板建设 20 处 380 平米，修

复进村及村内损坏路面 100 ㎡等基础设施，种植油茶（4000 棵）、

八角（2000 棵），增加绿化面积。

11.董马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30 万

元。在董马乡芹菜塘村委会毛地塘村小组和竹林湾村小组，村内

道路扩建 400 米，村入口及村内美化 300 平米，农房质量提升做

防水 30 户，厩舍改造 30 户、污水集中处理 25 户 1500 米管道、

20 立方米化粪池 2 个。

12.鸡街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资金 40 万

元。在鸡街乡龙老村：建设 700 米排污主管、500 米排污分管道、

2 个化粪池、实施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50 户、基础设施道路建设、

村庄风貌提升、基层治理公示栏；仙人洞村：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30 户、污水沟建设、村庄风貌提升；纸厂村：村庄人居环境整

治 50 户、村庄风貌提升、民族文化风貌改造、活动阵地建设。

13.西洒镇百千万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80 万

元。在西洒镇杉树棵、坝子、土锅洞、偏坡、上寨、颜家寨、石

门坎、冬瓜林、大火地、老尹地共 10 个百千万示范村，实施村

庄清洁行动和人居环境提升建设，开展村内残檐断壁清理拆除、

沟塘、卫生死角、边坡、土墙、危险建筑物加固和拆除等治理，

进行植树、种植连翘等建设。

14.蚌谷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103 万

元。在蚌谷乡水头、对门、下寨、长箐冲子、陡坎、赵家干海子、

海子坝、上草冲、下草冲、河湾 10 个村小组，对部分村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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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塘、死角、边坡、土墙、危险建筑物加固和拆除等治理，进行

植树、种果、发展庭院经济、微菜园等建设，村容村貌提升项目

建设 2.8 万平方米。

15.莲花塘乡百千万示范村村容村貌治理建设项目资金 50

万元。对革岔村委会龙树、三岔冲村小组，香坪山村委会大地村

小组，界牌村委会大法郎村小组，大锡板村委会中寨村小组，小

锡板村委会牛场坪村小组等实施村容村貌整治，含挡墙包浆支砌

26m³，排水 PVC 管安装 64m，下水道盖板浇筑、安装 118 块，安

装不锈钢旗杆 8 米，村容村貌整治 13340 ㎡等。

16.兴街镇百千万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400 万

元。在兴街镇岔路口、石碓窝、峰子洞、老龙冲、革机中寨、革

机大寨、红石岩、梅潭冲、汉秧冲河边、东瓜冲上、东瓜冲下、

大坪子、那木冲 13 个百千万示范村，实施卫生死角清理整治 96

处 1300 平方米、村内残檐断壁清理拆除 23 处等。

17.新马街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70

万元。在新马街乡上寨村小组、田冲村小组、龙潭坡村小组、石

碑村小组建设民族团结墙体文化 1000 平方米，整治人居环境，

村庄污水治理 8000 米，提升村容村貌项目。

18.柏林乡百千万示范村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30 万元。在

柏林乡景德寨实施一是村内残檐断壁清理拆除、沟塘、卫生死角、

边坡、土墙、危险建筑物加固和拆除等治理。二是进行美化绿化，

栽种有经济效益、绿化效益植树、花、草 1968 米及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三是制作乡风文明宣传栏和农耕民族文化基础设施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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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9.法斗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50 万

元。在法斗乡石鹅、下青龙、三棵树、半坡、龙麻布、金厂、坝

尾共 7 个百千万示范村处理村内残垣断壁 60 处，清理整治卫生

死角 40 处 120 平方米，用工程机械对部分村内道路、沟塘、死

角、边坡、土墙、危险建筑物加固和拆除等治理，种植油茶（3000

棵）、八角（1000 棵）、发展庭院经济。

20.董马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50 万

元。在董马乡观音岩、瑶人寨，红石坝、小水井、转保，毛草坪，

三家、竹林湾，上坝，中董听共 10 个百千万示范村小组，实施

村容村貌治理项目：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村内残檐断壁清理拆除、

沟塘、卫生死角、边坡、土墙、危险建筑物加固和拆除等治理；

进行植树、种花、种草、花坛建设、围栏等配套设施；制作文明

教育墙和历史民族文化上墙等建设。

21.鸡街乡百千万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治理项目资金 50 万

元。在鸡街乡龙老、者木、星星村、仙人洞、纸厂、新鸡街共 6

个 6 个村小组，实施村容村貌提升建设项目：村容村貌提升建设，

房屋风貌改造提升 17505.9 平方米；垃圾亭改造提升 4 个。

22.董马乡百村示范项目资金 50 万元。种植栾树 67 株、芒

果树 180 株、球花石楠树 83 株、大香樟树 2 株、紫薇树 54 株、

柑橘树 189 株；水沟建设 150 米，路檐浇灌 1237 米，地板硬化

226 平方米，花梯建设 116 米，栽种黄金菊 445 平方米，栏杆修

建 32 米，农特产品展示台 1 个，废弃物清理 1 处，墙体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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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49 米。

23.兴街镇“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项目资金 50 万元。计划

在兴街镇 12 个社区，投入衔接资金 50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是：

挡墙建设 700 立方米，建设排污沟、铺设排污管道 39000 米，垃

圾桶、箱 353 个，硬化村内道路及场地 23530 平方，按照太阳能

路灯 824 盏等。

24.西洒镇美丽乡村示范创建项目资金 50 万元。在 G246 龙

泉路至高桥公路沿线道路修 6785m²；支砌边坡毛石挡墙 875m³；

道路边坡修整 6000m；沿线标识标牌安装 10 个。

（七）农村道路建设

1.西畴县脱贫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320 万元。实施脱贫

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涉及西畴县 8个乡镇村组道路 242.51

公里；进村道路 187.41 公里；村内道路硬化 160267.4m³，安全

防护工程（包含防护与加固工程、安全设施）。安全饮水工程包

含排洪沟 112454 米，大水池、水窖 80 件，总容积为 92852m³；

引水管网 448575 米；调节池 194 件，总容积为 23759m³；提水

站 20 件。太阳能路灯 10674 盏。

（八）其他

1.西畴县 2023 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项目资金 520.476 万

元。在全县 9 个乡镇新增安置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人员（包含脱贫

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400 人。

2.西畴县 2023 年省外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资金

139.864 万元。实施 2023 年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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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转移就业 16738 人，其中省外转移就业 6365 人，兑现省外出

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 3500 人，每人每年补助 500 元。

3.雨露计划资金 368.12729 万元。全县 9 个乡镇 2023 年计

划补助中职 684 人、高职 715 人，合计补助 1399 人。

4.2023 年乡村旅游点清扫保洁(5 分钱工程)项目资金 90 万

元。实施 2023 年安置 1000 名以上村 5 分钱工程乡村旅游点清扫

保洁员岗位。

八、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涵盖特色产业、

基础设施、能力建设等领域。项目实施后，将有力促进西畴产业

效益提高，从而显著提升贫困地区的整体经济效益。一方面，特

色产业项目实施后将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基础设施项

目实施后，能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产生明显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的实施，能充

分调动贫困村（寨）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极大改善贫困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实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建稳定、团

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项目的实施将建成一大批事关项目

区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改善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现状，解决群众的住房困难、出行难、用电难、

用水难问题，夯实农村发展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增强项目区发

展后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确保贫困群众巩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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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

（三）生态效益。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的实施将合理

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发展致富增收产业，种植特色经济林果，

涵盖水资源保护。项目建成后，能使贫困村寨的森林覆盖率稳步

提高，对正确处理好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生态环境

的改善，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促进农业与生态的

协调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促进贫困村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减少水土流失，增加保肥能力，为贫困村寨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四）巩固脱贫效益。一方面，大力实施产业项目，以贫困

户增收巩固脱贫为目标，把巩固脱贫攻坚和产业振兴的发展有机

结合，让贫困户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效益，既提升了产业的效

益，又带动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对抑制返贫现象的具有重要意

义。另一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发展农村经济，促

进农民增收，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有利于较快的推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更

有利于提高扶贫开发工作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

改变农村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现状，对于解决“三农”

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工作职责。为确保财政涉农资金整合

使用工作顺利开展，在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的

领导下，成立西畴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推进协调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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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组下设办公室于县财政局，主要负责协调组日常工作，研究解

决整合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由

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依据全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巩固脱贫攻坚规划统筹安排项目。

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库建设和

项目审核。结合当年脱贫攻坚任务，修改完善“项目库”，结合

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库，建设动态项目库，加强资金监管。

县乡村振兴局：负责项目实施统筹协调，编制项目年度建设

任务和资金安排计划，督查项目进度。

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制定本乡（镇）

年度项目实施计划，按照“项目库”入库要求完善项目入库，向

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申报项目，根据项目或资

金批复计划组织实施，按项目实施方案规定完成建设任务，加强

资金监管。

县发改局：负责全县巩固脱贫攻坚项目计划的筛选、评估论

证、立项、批复等工作，在职责范围内开展整合资金项目审批工

作，加强资金监管。

县财政局：负责提供纳入整合的资金规模、计划纳入整合的

资金量，详细记录预算指标来源，下达纳入统筹整合资金文件，

加强资金监管。

县审计局：负责项目的审计监督和督办督查工作，加强对整

合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检查，依照建设项目的管理要求全程跟踪。

各涉农行业主管部门：依据项目计划或资金批复编制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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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负责项目的设计、立项、招标、实施、质量监管、竣工

验收等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履行整合项目的监管主体责任，

负责资金使用、监管和绩效评价工作。

（二）加强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联

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主要是加强对涉农专项资

金事前立项、事中实施、事后监督的沟通联系，协调解决整合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各涉农部门单位之间的相互支持配合。

建立信息通报工作机制，通过联席会议通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到位、拨付使用情况，以便领导小组及时掌握涉农资金整合情

况，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

领导小组要加强与涉农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使用安排信息通报制度。在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过程中，各乡（镇）、各部门要及时向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

振兴领导小组反馈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总结、报送成功经验

和有效做法，形成上下协作、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

（三）强化考评，促进履职尽责。建立以巩固脱贫成效为导

向、以资金规范使用为重点的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科学、合

理设置考评指标，规范考评程序，严格组织实施，优化扶贫资金

分配机制，提高扶贫资金配置效率。对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安排、

使用、管理和项目效益等情况进行全面考评。县巩固脱贫攻坚推

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将考核、评价结果在全县进行通报，考核、

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扶贫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四）公开公示，确保阳光运作。推进政务公开，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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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部门应将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项目

情况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推进

协调组办公室要将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涉农资金来源、

资金分配情况在县政府门户网站或新闻媒体进行公告公示；项目

实施单位按照谁决策、谁公告公示、谁受理反馈意见的原则在项

目实施前后都要在项目所在贫困村或实施地进行公告公示，公告

公示位置要醒目、时限不少于 7 天，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公告公

示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资金规模、实施地点、建

设内容、实施期限、预期目标、项目实施结果、实施单位及负责

人、监督举报电话等。项目公示公开要保留文字、图片等影像资

料。

（五）加强监管，确保工作实效。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

振兴领导小组是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项目监管的主体，要将纳

入统筹整合使用范围的财政涉农资金作为监管重点，按照《云南

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农

〔2021〕140 号）要求，在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度、项目

完工率、项目验收率、监督检查情况、机制保障措施和其他方面

内容开展综合性绩效评价，提高涉农资金整体效益。贫困村第一

书记、驻村工作队、村“两委”要深度参与涉农资金和项目的管

理监督，积极引入第三方独立监督，引导贫困人口主动参与，构

建多元化的资金监管机制。

附件：1.文山州西畴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方案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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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山州西畴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来源情况表

3.文山州西畴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表

4.文山州西畴县整合方案项目类型投入情况统计表

西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