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61,312.05 财政拨款 299,326.54

项目支出 147,009.96 其他资金 29,083.95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市本级使用资金 208,322.01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91,004.52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91,004.52

总体绩效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工作部署，高效推动林业园林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开展林业生态建设与修复，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大力实施广州绿化美化和生态建
设工程，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生态产品；全力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强化生态资源保护与管理，践行人与自然共生理念，不断完善城市绿化管理、公园景
区管理体系，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着力打造岭南特色、现代风貌的“绿美广州”。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华南国家植物园体系
建设

开展华南国家植物园城园融合体系建设工
作 ；配合华南植物园开展华南国家植物
规划、建设，增强实施条件，配合启动重
点项目规划，开展科普宣教活动，落实专
班日常工作。设立科技创新专项，围绕植
物资源筛选评价、植物育种技术与种质创
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等方向开展科
技研究。实施华南国家植物园广州白云山
示范区专类植物采购及配套保育服务、展
陈、标识系统配套服务三个项目，开展特
色乡土植物和新优园林植物的收集、应用
推广研究及园林园艺景观展示，完善标识
与配套服务设施，展示热带亚热带植物科
普知识，讲述岭南植物故事和千年花城故
事。

15,222.00

构建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核心的“1+3+N”城园融合体系，
以城园融合建设为抓手推动华南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通过
开展科技创新专项研究，形成植物新品种、林业园林新产品
、技术标准等一批具有转化潜力的的研究成果。在广州白云
山示范区内新增植物品种，提升科普教育功能,讲好中国植物
故事。通过项目的建设，为植物资源的收集展示与可持续利
用提供示范作用，以多元化的展览方式与特色标识系统提高
示范区的科普和文化内涵，丰富华南国家植物园的科普内涵
和外延，多措并举推进高水平植物展示园、景区化植物园的
构建，提升全市园林园艺展示水平，实现广州园林事业高质

量发展。

生态资源保护与管理

落实生态公益林经济补偿及管护；开展年
度森林防火宣传活动；通过除杂除草、除
虫、施肥、松土等方式补植破损严重林
带；全面推行林长制的相关工作；完成省
下达我市的松材线虫病等林业有害生物防
控任务；加强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开展湿地保
护管理。

9,658.00

保护生态公益林 ，保障林农合法权益 ，实现服务 “三农”
效果；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营造覆盖广泛、氛围浓
烈的森林防火宣传环境，使得森林防火宣传深入人心，减少
火灾起数和火灾损失，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通过对生物防火林带进行维护，促使现有的生物
防火林带更好地发挥防火效能，巩固广州市数十年来造林绿
化成果、预防林火发生和控制林火蔓延、防止发生重大森林
火灾；全面建成配套制度完备、运行机制顺畅的林长制组织
体系；通过开展松材线虫病和薇甘菊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
保护林业生产和森林景观与生态安全；通过开展野生动植物
保护宣传、珍稀濒危植物花榈木繁育和保护项目、开展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提高我市野生动植物保育、救护和
疫源疫病监测能力；完善湿地分级保护体系，推动小微湿地
建设，完善一般湿地名录；完成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年度任

务。

公园景区管理

完善市属公园、景区、森林公园基础配套
设施，优化服务质量；做好安全生产、森
林防火、护林守土工作；举办广州园林博
览会。

42,975.00

提升完善市属公园、景区、森林公园设施、景观、服务水
平，推动市属森林公园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开展自然教育
、花事活动、生态旅游等，进一步丰富景区文化内涵，为市
民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并进一步提高景区知名度；做
好安全生产、森林防火、护林守土、生态维护工作；围绕广
州花城总体城市形象，打造一场集赏花、观展、游览、体验
为一体的花事文化盛会，营造浓厚赏花氛围，促进植物科普

及园林艺术教育开展。

城市绿化管理

对市管绿地（17 路2岛）、立体绿化 (含
桥梁绿化) 实施精细化管养；开展城区绿
化养护日常巡检工作；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

26,246.00

对市管绿地（17 路2岛）、立体绿化 (含桥梁绿化) 实施精细
化管养，保持绿化植物长势良好，维护配套设施安全，市管
范围内的桥梁绿化持续保持“四季常绿、三季有花”；通过
城区绿化养护日常巡检工作，确保市区公共绿化养护工作达
到质量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加强古树名木保护，有效保护

我市古树名木。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

完善儿童公园配套设施 ，开展科普教育
、户外体育场所、适儿性游乐设施、公园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推进园区公共空间适
儿化建设；建设临江大道东延段（油脂厂
涌中桥-深涌以西段）滨江带状绿化带、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缓跑径以及给排水等
配套工程；建设广州花园，以生态花谷为
主题，打造一谷一花园，创造丰富多样的
生境展示主题花卉，建设木棉道贯穿入口
花谷、彩虹花谷、兰花谷、盛宴花谷、湿
地花谷、芬芳花谷等六大主题花谷，并建
设有兰花馆和游客服务中心等大型配套服
务建筑。

12,086.00

“通过广州市儿童公园续建项目，在公园内增设活动空间及
相关配套设施，助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打造临江大道东延
线滨江带状公园，实现具有文化、多元、精致的魅力水岸”
段；推进珠江前航道的工业风貌段建设，实现滨江全线贯
通；通过广州花园项目建设，为打造植物保育、资源利用、
科学研究、园艺展示、科学普及于一体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广
州中部示范区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完善齐备的服务设施，
将为市民游客提供花文化、花景观、花旅游、花产业、花生

活等的多样化体验，成为花城新名片。 “

林业生态建设与修复

开展森林质量优化提升工程，实施针叶林
改造、低效林改造、中幼林抚育、大径级
森林培育、多彩森林建设等，开展山地造
林和防护林建设；打造森林步道，完善相
关游憩配套设施。推进新造油茶林和改造
低产林建设。

17,102.00

加强森林资源培育与保护，开展森林质量优化提升工程，改
造林分、改善林相，持续提高森林质量和功能，优化林业产
业结构；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地推进新造油茶林
和改造低产林，提升森林生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应能力；通
过5年打造人文遗迹型、康体健身型和荒野探险型等类型的森
林步道1000公里，完善相关游憩配套设施，提升游憩舒适

度,2024年打造森林步道207公里。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可选
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森林质量优化提升面积（包括人工
造林、低质低效林改造、森林抚
育）

90万亩 21.29万亩

新造油茶林面积 8300亩 2450亩

改造低产油茶林面积 700亩 440亩

生物防火林带维护长度 623.8公里 107.2公里

建设森林步道长度 1000公里 207公里

选址专类植物展示园数量（华南国
家植物园城园融合）

10个 2个

市管道路树木修剪数量 ≥300株 ≥300株

排除绿化安全隐患次数 ≥300宗 ≥300宗

市管桥梁绿化养护长度 ≥200公里 ≥200公里

年度林长制考核等次情况 良好或以上 良好或以上

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 61.67万亩 61.67万亩

薇甘菊防治面积 5.82万亩 5.82万亩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采样数量 1200份 1200份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采样点个数 ≥15个 ≥15个

植物资源引种数 5000种（品种） ≥800种

植物展示区/展示园建设数量（华南
国家植物园广州白云山示范区）

≥6个 ≥6个

儿童体育场所建设数量 6个 6个

植物园标识系统建设数量（华南国
家植物园广州白云山示范区）

2个 2个

市属园区开展活动次数 ≥1000场次 ≥1000场次

古树名木市级健康巡查数量 ≥9900株 ≥3300株

质量指标

苗木合格率（华南国家植物园广州
白云山示范区）

100% 100%

造林苗木成活率 ≥85% ≥85%

公园绿化养护、安全保卫、卫生保
洁质量水平

月度考核评定合格以上 月度考核评定合格以上

市管立体绿化保持率 ≥85% ≥85%

时效指标

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发放任务完成
率

≥90% ≥90%

生态公益林管护面积落实率 ≥90% ≥9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参观总人次（广州园林博览会） ≥60万人次 ≥60万人次

开展野生动植物收容救护行动次数 ≥50次 ≥50次

重大森林火灾事件次数 0次 0次

生态科普点选址数量 ≥200个 ≥60个

为园林绿化建设提供应用品种统计
的数据支撑（是/否）

是 是

市属园区入园人数 ≥4500万人次/年 ≥4500万人次/年

生态效益指标
造林苗木生长状况 良好 良好

森林火灾受害率 ≤0.9‰ ≤0.9‰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森林步道建设） ≥90% ≥90%

市管绿化养护满意度 ≥90% ≥90%

游客满意度(公园、景区入园游客) ≥9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