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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实做好 2019 年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

金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广东省扶贫农业

龙头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农 (2014)

403 号)的文件精神，公司对贷款贴息专项资金支出进行绩效

自评，积极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整理项目财务支出凭证资

料，并结合项目建设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现将项目绩效

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国之根本、民之命

脉，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要战略物资。梅州

市稻丰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积极投资"银行贷款采购稻谷项

目"。该项目向各大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梅

州客商银行、梅县客家村镇银行、广发银行)申请采购稻谷流

动资金贷款，通过项目的实施实现带动更多农户种植水稻，不

但有利于公司自身发展，还进一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

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2019 年，根据《关于印发 2019 年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

贷款贴息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的通知)) (粤农扶函 (2019) 157 

号)的通知文件要求，梅州市扶贫工作局、梅江区扶贫工作局

组织所属地区进行 2019 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

金项目申报，其中对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公司申报资料严格审

核，评审程序工作上层层把关，做到评审程序完备、合理，审

核通过后向广东省扶贫办提交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项目的申报材

料，于 2019 年 8 月，广东省扶贫办下达了《关于 2019 年省级

G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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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公示》文件，

其中 2019 年度扶贫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资金分配 112 万元到

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公司。

(二)项目管理情况

1、项目贷款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4600 万元，当年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银行贷

款 14600 万元，利息支出 482. 05 万元，最终分配贷款贴息 112

万元。

2、项目贷款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项目实际累计完成贷款 14600 万元，全部用于收购稻谷。

3、项目贷款情况

项目向银行申请采购稻谷流动资金贷款 18 笔共 14600 万元，

其中向梅县客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2 笔共 1000 万元，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12 笔共 9600 万元，向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2 笔共 2000 万元，向梅州|客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贷款 1 笔共 1000 万元，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贷款 1 笔

共 1000 万元。

(三)项目组织与管理情况

1 、组织机构

项目建设阶段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由梅州市稻丰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邱素莲担任组长，全面负责项目建设的开展。

小组下设办公室、财务部、质检部、采购部等 4 个部门。

2、项目管理模式

梅州市稻丰实业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运作。

即采用企业化管理和产业化经营的管理机制。

3 、财务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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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计划要求实施，账实相符，有健

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经费开支管理制度，经费开支审批程序

和手续完善。通过自查，公司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

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各个项目资金使用与具体实施内

容相符，均按照计划完成，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取得了较好

的成效。

4 、劳动安全、卫生和消防管理

根据粮食加工企业的生产特点，对安全生产、安全保护从

制度上给予保证，制定企业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的规章制度，

着重做好生产车间的消防工作，购置必要的消防、劳保设施设

备。在员工中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同时成立工会，保障员

工合法权益。

二、绩效指标分析

我公司建设银行贷款采购稻谷项目并申报 2019 省级扶贫

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项目，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

项目绩效等三大指标情况分析，具体如下:

(一)项目决策

1、项目目标

(1) 本项目以"公司+基地+农户"为基础的合作联结机制，

提供订单合同、招聘农用工、提供稻种和技术服务等形式带动

农户水稻，打造合同收购、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通过项

目实施，在 2018 年底公司预计带动农户 6200 户，其中带动贫

困 600 户以上，年可收购 3. 65 万吨，按优质价 4 元/公斤计算

(与市场价格 3. 3 元/公斤) ，可增加农户种植稻谷 25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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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收益，户均增收 4120 元，带动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外，项目可吸纳周边村民作为公司水稻种植、收购、加

工的产业工人，预计可提供工作岗位 55 个，成为水稻收购和加

工工人。工人工资按每人每月按 2500 元计算，则工人年度工资

总额为 165 万元。

(2) 通过项目的实施，提升传统粮食行业的价值，降低物

流成本，又有利于相关产业和单位建设仓储、运输等经济成本，

提高其流通效率和经济效益，进一步带动相关的粮食加工、粮

食贸易等企业的发展，把梅州农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2、决策依据

项目建设符合《关于印发广东省扶贫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

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财农 (2014) 403 号)有关

布局要求。

3、资金分配

广东省扶贫办下达了《关于 2019 年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

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公示》文件，其中梅州市稻丰实

业有限公司贷款贴息资金分配 112 万元。

(二)项目管理

1、资金到位

资金及时到位

2、资金管理

公司财务制度健全，严格按照计划要求实施，经费开支审

批程序和手续完善，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3、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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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阶段成立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加强对项目建设工

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环节协调统一和工程施工按时顺利建设。

(三)项目绩效

1、项目产出

(1) 带动增收。通过项目实施， 2018 年公司实现年收购

稻谷 36500 吨，加工销售优质大米产品 51000 吨，营业收入

22478 万元，净利润 732 万元。同时，通过公司不断加强与农

户联结合作， 2017 年共带动农户 5311 户，带动农户增收 2438

万元， 2018 年共带动农户 6299 户，其中带动贫困户 849 户，

带动农户增收 2892 万元、户均增收 4591 元。 2017 年与 2018

年同比增加带动农户增收 454 万元。 2019 年，公司预计实现年

收购 4 万吨稻谷，新增 3500 吨稻谷收购量，营业收入达 27260

万元，新增 4782 万元收入，也预计带动农户增收 2958 万元，

户均增收 4695 元，同比增加 66 万元。

(2) 技术培训。公司积极聘请专家，组织农户培训，提供

种植技术、信息服务。近两年来公司先后组织农民种粮实用技

术培训1110 期，培训农民达到 1500 人次。培训|内容主要是优质

稻高产栽培技术和病虫害生物防治及稻田土壤肥力性状对水稻

生长的影响。聘请的专家主要来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广东华南农业大学、仲阳农业工程学院等科研单位。

2、项目效益

(1) 优质优价收购，带动社会就业F 实现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

通过订单种植、优质优价收购，免费为农户提供良种、肥

料等生产资料，引导农户与企业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这既是

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农户在稻米产业发展进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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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惠的需要，更是产业长久、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公司

为当地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水稻生产技术指导，定期

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进行科学技术培训，并提供和推广优良

水稻新品种，引导当地农户科学种植水稻，提高了当地农民的

经济收入和水稻种植水平。

公司实行"公司+基地十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把农户

纳入公司生产经营中，走公司扶农、富农的路子，形成强大凝

聚力，可享优惠政策，扩大农户种植的盈利空间，拓宽其增收

领域，为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带动农户脱贫致

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外，在项目建设期

间产生了一部分的就业岗位，为当地居民提高了就业机会，有

效增加当地的就业率，着力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改

善当地居民生活品质，也促进了社会就业。

( 2 )加快农产品资源转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通过项目建设，为种植稻谷的农户消除了"卖粮难"的后

顾之忧，提高稻谷的流通速度，增加稻谷经济利益，不仅在项

目所在区域或周边区域解决了"买粮难"问题，还在满足多种

粮食需求的同时，提升了传统粮食行业的价值，降低物流成本，

又有利于相关产业和单位建设仓储、运输等经济成本，提高其

流通效率和经济效益，进一步带动相关的粮食加工、粮食贸易

等企业的发展，把梅州!农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推进

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 3 )壮大主导产业，促进结构调整分析

项目建设是以采购稻谷为基础。采购稻谷项目在农业结构

调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发展优质大米加工业，带动优质

水稻种植，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经济效益，实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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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等方面。另一方向，项目把"农民一基地一龙头企业"三者有

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有

机整体，建立起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系统，促进生态结构又快

又好调整。通过项目的辐射带动，壮大了生态农业，积极促进

了广东省优质稻米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项目建设对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的项目对保障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的

作用

本项目以稻谷为纽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为农户

提供优良稻种、培训I[农户科学种植优质水稻、实行规范化种植

等多种形式与种植户的进行合作，通过向种植农户优质优价收

购稻谷，不但有利于激发农户种植优质稻的积极性，还提升水

稻种植的科技含量，从水稻种植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严格质量

监控和技术指导，从而保障农产品质量:加工过程中采用先进

的加工设备和生产工艺，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督体系确保产品质

量，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项目实施后，预计可增强农民科学种植水稻的理念，提高

水稻种植水平和单产，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变，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

( 5 )完善产业链条，加快农产品流通、转化及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

项目建设还可通过纵向和横向措施相结合的模式不断完善

优质稻米加工的产业链条。

作为粮食产业链中的上游和中游产业，是粮食产业链发展

的重要环节之一，水稻种植产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整个产

7 



业链的发展。项目建设，可以促进水稻种植产业的稳定发展，

保证整个产业链的原料供应稳定，为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奠定基

础;同时，原料的质量安全，还可以促进提高中、下游产品的

质量安全和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产品流通、转化;大批量、稳

定的原料供应，可推动粮食加工产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项目的纵向措施包括提高优质稻米产品品质、对稻米产品

进行深加工、开发副产品的利用价值等，使稻米的纵向产业链

条得到延伸;横向措施包括联结优质稻种植基地、与农户、合

作社签订保护价购销合同、确立订单模式等，使优质稻米加工

完全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因此，项目建设对完善产业链条，加

快农产品流通、转化及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三、综合评价结论

(一)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优价收购农

户稻谷对于稳定粮食市场价格至关重要，对粮食安全、粮食生

产起到积极的作用，推动稻米产业发展。

(二)本项目的实施立足于当地丰富的农业资源，以此形

成产、供、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把当地农产品资源优势转

化为商品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

了当地经济发展。

(三)项目建设单位实力强劲，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

动作用，将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发挥。通过优价收到稻谷带动农

户发展优质水稻种植、打造优质米的全产业链，形成稻米全产

业链覆盖，有效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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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本项目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出，带动能力强。

公司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可增加农户

种植稻谷的经济收益，带动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且本项目的建设模式是以"生态、绿色"可

持续发展为依托，无污染物产生，符合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战

略。

(五)本项目产品畅销各地，品牌认证。项目收购的稻谷

经生产加工出来的大米产品畅销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

市、梅州市及粤东地区，一直深受广大消费者好评，品牌形象

不断提高，产品销量稳步提升，公司的客家情有机米客家丝苗

米、客都稻米等多个系列产品通过了"有机食品

品

优新农产品"认证。此外， "客家丝苗米"连续二届在广东省

十大名牌农产品系列评选中被评为"广东名米"0 2017 年，

稻丰实业牵头组织，以协会名义用"客都稻米"品牌向国家农

业农村部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并获得成功，是梅州粮食类

第一个地理标志产品。 2018 年， "金良稻丰客家丝茵米"被认

定为"广东丝茵米首批认定产品"， "客家情有机米"荣获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等荣誉。

可见，本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能按时偿还贷款金额

及利息，几乎不存在风险性，所以项目绩效评价为优良。

五、存在问题

我公司在实施项目建设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展

了扎实有效的工作的，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不

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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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的各项资料整理收集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项目后续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相关建议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

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开

源节流。

七、项目绩效项目产出相关图片

(如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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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二免费送谷种送化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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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价收购稻谷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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