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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调度工作要求 

 

（一）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

产业精准扶贫机制的意见>的通知》（黔委厅字〔2017〕83 号）

关于产业精准扶贫到贫困户和产业精准扶贫到贫困村的要求，为

各地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农业扶贫产业的布局、规模、生产、带动

贫困户和脱贫成效等情况，以便精准督促指导推进农业产业扶贫

工作，为政府决策、督促指导和考核评估提供科学依据，在征求

各市（州）和产业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特制定本制度。 

（二）统计范围。本制度统计范围为全省各市、县、乡、村，

“5+1”农业产业脱贫攻坚推进情况及带动贫困户等情况。 

（三）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各市、县、乡、村农业产业推进

和带动贫困农户基本情况，涵盖产销对接、技术培训、招商引资、

“三变”改革、建设投资和经营主体等发展情况。 

（四）统计队伍建设。各市、县、乡要根据本报表制度和工

作流程要求建立健全统计人员队伍，明确专人专职负责做好产业

脱贫监测统计工作，统计人员要保持长期稳定。产业监测调度报

表由省、市、县三级各对口产业专班（牵头部门）明确专人负责

审核把关汇总上报。 

（五）数据质量。各地要严格落实省委“五步工作法”要求，

逐级分解目标任务，精准安排到县到乡。综合跟踪、分析、预测

产业扶贫效果，并将数据分析结果与相关单位共享，加强和同级

统计部门、调查队等部门的协调沟通，建立健全定期会商机制，

全面提升“5+1”产业统计数据质量，及时准确掌握行业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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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业主管部门要把农业产业脱贫攻坚情况纳入重要督查内

容，实施月调度、月分析。各市（州）农委每月要将本地农业产

业扶贫工作推进分析情况报送省农委。 

（六）上报要求。报表分为月报、季报和年报，乡镇作为基

础填报单位，县级补充填报部分监测指标，逐级审核上报；省级

产业专班（牵头部门）审核通过后，市、县、乡的审核填报部门

分管负责同志在调度分析汇总表上签字盖章后扫描上传到监测

调度系统。审核不通过的，按照逐级退回原则进行，退回单位必

须如实说明退回原因，由填报单位修改后重新上报。 

（七）监测调度系统根据各地报表上报时间和报表质量对每

张报表进行系统评分，评分结果纳入市县农产业脱贫攻坚年度考

核指标内容。评分情况从 6 月份开始采纳应用。 

（八）监测调度系统地址：http:// 58.42.243.228:8089/irpt/ 

（九）请省市县乡负责监测调度的同志用手机微信扫描右下

角二维码加入贵州产业脱贫团队，并在电脑安装“钉钉”软件。 

（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人

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

予以保密。 

（十一）本制度从 2018 年 5 月开始实行，2018 年 1 月发布

的《2018 年贵州省农业产业脱贫攻坚统计监测报表制度》停止使

用。 

（十二）本制度由贵州省农业委员会产业脱贫攻坚办公室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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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调度工作流程 

 

 

 



产业类型 序号 报表名称 上报时间 填报单位

1 主要蔬菜产销情况月度调查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

2 主要蔬菜生产分乡镇情况月调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

3 蔬菜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4 主要蔬菜生产情况季度调查表
1月、4月
、7月、10
月的5日

县级业务部门

5 主要蔬菜播种面积年度调查表 12月28日 县级业务部门

6 主要蔬菜产量年度调查表 12月28日 县级业务部门

茶叶 7 茶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8 生态家禽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9 生态家禽基础情况调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

中药材 10 中药材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11 主要食用菌调查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

12 主要食用菌生产分乡镇情况月调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

13 食用菌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水果 14 水果产销情况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特色食粮 15 特色食粮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畜牧 16 特色畜牧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17 特色渔业调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填报乡选农户

18 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统调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填报乡选农户

19 大鲵产业调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填报乡选农户

-- 20 产业脱贫攻坚经营主体引进培育情况台账表 每月25日 乡镇填报县级业务部门审核

-- 21 产业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调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

-- 22 产业脱贫攻坚建设项目台账表 每月25日 县级业务部门

-- 23 农业产业脱贫攻坚监测调度上报评分情况 -- 系统自动计分

注：市（州）业务部门于上报时间当天完成审核上报工作。

蔬菜

食用菌

特色渔业

监测调度报表目录

生态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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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调度报表样式 

 

 

 



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单位：亩、吨、元/公斤、万元

种类 代码
当月种
植面积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月底在
田面积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累计种
植面积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当月采
收量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累计采
收量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当月销
售量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平均出
田价格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产值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预计下
月产量

大白菜 1

普通白菜 2

结球甘蓝 3

花椰菜 4

青花菜 5

萝卜 6

胡萝卜 7

黄瓜 8

苦瓜 9

丝瓜 10

南瓜 11

西葫芦 12

冬瓜 13

番茄 14

辣椒 15

茄子 16

菜豆 17

豇豆 18

菠菜 19

蕹菜 20

芹菜 21

莴苣 22

芥菜 23

洋葱 24

大葱 25

姜 26

韭菜 27

大蒜 28

芋 29

莲藕 30

其它 31

合计 32

主要蔬菜产销情况月度调查表

说明：
    1、由县级业务部门每月25日填报，县级面积和产量要细分到乡镇，所有数值除价格保留两位小数外，均保留一位小数。
    2、当月种植面积：当月直播蔬菜和定植蔬菜面积，包括露地和设施蔬菜，不包括育苗面积。
    3、上年同期：为去年同期的绝对数。
    4、月底在田面积=上月末在田蔬菜面积+当月种植面积-当月拔秧面积。
    5、当月采收量：指当月收获的蔬菜重量的总和，统一采用蔬菜鲜重。
    6、当月销售量：指当月蔬菜收获后的销售总量。当月销售量小于等于当月采收量。
    7、平均出田价格：当地当月生产者直接出售蔬菜价格（“地头价”）的平均值，按上、中、下旬算术平均
    8、产值=当月蔬菜采收量×蔬菜平均出田价格，由系统自动生成，不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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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乡镇名称 代码 当月种植面积（亩） 当月采收量（吨）

合计 1

乡镇1 2

乡镇2 3

乡镇3 4

乡镇4 5

乡镇5 6

乡镇6 7

乡镇7 8

乡镇8 9

乡镇9 10

乡镇10 11

乡镇11 12

乡镇12 13

乡镇13 14

乡镇14 15

乡镇15 16

主要蔬菜生产分乡镇情况月度调查表

注：本表由县级填报，其中当月种植面积合计数、当月采收量合计
数与《主要蔬菜产销情况月度调查表》对应合计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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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指  标 代码 单位 1-本月累计数 上月填报 本月填报

种植面积 1 亩（次）

采收量 2 吨

产值 3 万元

带动贫困村村名 4 --

带动贫困村数量 5 个

带动贫困农户 6 户

带动贫困人口 7 人

  其中：脱贫 8 人

蔬菜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调度时间：   月

说明：
    1、指表1、2的本月数的与《主要蔬菜生产分乡镇情况月度调查表》对应乡镇指标的增减幅度应控
制在±10%以内，否则审核不允通过上报。
    2、种植面积：当月直播蔬菜和定植蔬菜面积，包括露地和设施蔬菜，不包括育苗面积。
    3、采收量：指当月收获的蔬菜重量的总和，统一采用蔬菜鲜重。
    4、产值=当月蔬菜采收量×蔬菜平均出田价格。
    5、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8



填报单位: 单位：亩、吨

本季度露地
蔬菜累计种

植面积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本季度小棚
蔬菜累计种

植面积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本季度大中
棚蔬菜累计
播种面积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本季度温室
蔬菜累计播

种面积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大白菜 1

普通白菜 2

结球甘蓝 3

花椰菜 4

青花菜 5

萝卜 6

胡萝卜 7

黄瓜 8

苦瓜 9

丝瓜 10

南瓜 11

西葫芦 12

冬瓜 13

番茄 14

辣椒 15

茄子 16

菜豆 17

豇豆 18

菠菜 19

蕹菜 20

芹菜 21

莴苣 22

芥菜 23

洋葱 24

大葱 25

姜 26

韭菜 27

大蒜 28

芋 29

莲藕 30

其它 31

合计 32

说明：
    1、由县级业务部门在每季度初5号前填报，所有数值均保留一位小数。
    2、本季度蔬菜累计种植面积=本季度露地蔬菜累计种植面积+本季度小棚蔬菜累计种植面积+本季度大中棚蔬菜累计种植面积+本季度温室蔬菜累计种植面积
    3、大中棚和小棚均指单栋塑料棚，其中劳动者能在其中直立行走的归为大中棚，其它塑料棚归为小棚，温室是指玻璃温室或联栋塑料温室，面积均为棚内面积。

种  类
本季度蔬
菜累计种
植面积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主要蔬菜生产情况季度调查表（  季度）

备注代码

调度时间：   月

其  中

上年
同期

上年
同期

上年
同期

上年
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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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单位：亩

种  类 代码
全年蔬菜
累计种植
面积

上年面积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全年露地
蔬菜种植

面积
上年面积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全年小棚
蔬菜种植

面积
上年面积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全年大中
棚蔬菜种
植面积

上年面积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全年温室
蔬菜种植
面积

上年面积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备注

大白菜 1

普通白菜 2

结球甘蓝 3

花椰菜 4

青花菜 5

萝卜 6

胡萝卜 7

黄瓜 8

苦瓜 9

丝瓜 10

南瓜 11

西葫芦 12

冬瓜 13

番茄 14

辣椒 15

茄子 16

菜豆 17

豇豆 18

菠菜 19

蕹菜 20

芹菜 21

莴苣 22

芥菜 23

洋葱 24

大葱 25

姜 26

韭菜 27

大蒜 28

芋 29

莲藕 30

其它 31

合计 32 --

主要蔬菜播种面积年度调查表（全面调度）

说明：
    1、12月28日填报，所有数值保留一位小数。
    2、全年蔬菜累计种植面积：为全年各茬露地蔬菜面积、全年各茬小棚蔬菜面积、全年各茬大中棚蔬菜面积、全年各茬温室蔬菜种植面积的合计数。
    3、大中棚和小棚均指单栋塑料棚，其中劳动者能在其中直立行走的归为大中棚，其它塑料棚归为小棚，温室是指玻璃温室或联栋塑料温室，面积均为棚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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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单位：吨

全年露地蔬
菜产量

上年产量
比上年
增减%

全年小棚
蔬菜产量

上年产量
比上年
增减%

全年大中
棚蔬菜产

量
上年产量

比上年
增减%

全年温室
蔬菜产量

上年产量
比上年
增减%

大白菜 1

普通白菜 2

结球甘蓝 3

花椰菜 4

青花菜 5

萝卜 6

胡萝卜 7

黄瓜 8

苦瓜 9

丝瓜 10

南瓜 11

西葫芦 12

冬瓜 13

番茄 14

辣椒 15

茄子 16

菜豆 17

豇豆 18

菠菜 19

蕹菜 20

芹菜 21

莴苣 22

芥菜 23

洋葱 24

大葱 25

姜 26

韭菜 27

大蒜 28

芋 29

莲藕 30

其它 31

合计 32

主要蔬菜产量年度调查表（全面调度）

其  中

说明：
    1、12月28日填报，所有数值保留一位小数。
    2、全年蔬菜总产量：为全年各茬露地蔬菜产量、全年各茬小棚蔬菜产量、全年各茬大中棚蔬菜产量、全年各茬温室蔬菜产量的合计数。
    3、大中棚和小棚均指单栋塑料棚，其中劳动者能在其中直立行走的归为大中棚，其它塑料棚归为小棚，温室是指玻璃温室或联栋塑料温室，面积均为棚内面积。

种  类
全年蔬菜
总产量

上年产量
比上年
增减%

备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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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指  标 代码 单位 1-本月累计 上月填报 本月填报
1-本月累计
同比（±%）

茶园面积 1 亩

  其中：投产茶园面积 2 亩

茶叶总产量 3 吨

茶叶总产值 4 万元

带动贫困村村名 5 --

带动贫困村数量 6 个

带动贫困农户 7 户

带动贫困人口 8 人

  其中：脱贫 9 人

茶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调度时间：   月

说明：
    1、茶园总面积指辖区内茶树的种植面积的总和；
    2、投产茶园面积指能够采摘茶鲜叶用于加工成干毛茶的茶园面积；
    3、茶叶产量指辖区内本年内实际生产出的干毛茶总和；
    4、茶叶总产值指本年内实际所产干毛茶总量的价值总和；
    5、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进行勾选；
    6、本月填报的数据为本月发生的实际数，而不是累计数；
    7、指标1-4，同比增幅在±10-20%单元格标黄预警，在±20%以上单元格标红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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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当月
存栏

当月
入苗数

合计
家禽
产值

禽蛋
产值

带动贫困
人口数

脱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说明：
    1、当月存栏：指上月存栏数加当月新增存栏数减当月出栏数。
    2、当月入苗数：指当月家禽的实际新增数。
    3、当月生态家禽出栏：指当月家禽的实际出栏数。
    4、累计生态家禽出栏：指本年1-当月的家禽出栏数。
    5、当月禽蛋产量：指当月禽蛋的实际产量。
    6、累计禽蛋产量：指本年1-当月的禽蛋产量。
    7、家禽产值：指当月家禽出栏数的产值。
    8、禽蛋产值：指当月禽蛋的实际产值。

生态家禽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序
号

市（州）
县（市、
区、特
区）

乡
（镇）

经营主体
名称

经营主体
类型

散户
数量

（个）

带动贫
困农户
（户）

带动贫困人口（人）
家禽
品种

生态家禽存栏
（万羽）

选择
带动
贫困
农户

当月生态
家禽出栏
（万羽）

累计生态
家禽出栏
（万羽）

累计
禽蛋
产量

（吨）

当月
禽蛋
产量

（吨）

家禽养殖产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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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指  标 代码 单位 上月填报 本月填报 环比（±）

   畜禽场舍 1 个

   种禽场 2 个

     其中：在建种禽场 3 个

   扩繁场 4 个

     其中：在建扩繁场 5 个

   规模养殖场 6 个

   家庭牧场 7 个

   屠宰场 8 个

     其中：在建屠宰场 9 个

   产业带动农民人均收入（年底填） 10 元 -- --

生态家禽基础情况调度表

说明：
    1、本表由县级填报。
    2、本月填报为当月实际现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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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贫困人口
数

其中脱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填表说明：
    1、品种主要包括党参、半夏、天麻、白术、茯苓、灵芝、葛根、铁皮石斛、金钗石斛、太子参、桔梗、白及、艾纳香、丹参、何首乌、黄精、吉祥草、苦参、头花蓼、玄参、射干、续断、前胡、土
砂仁、百合、天冬、金（山）银花、厚朴、杜仲、黄柏、银杏、五倍子、钩藤、红豆杉、等其他品种。
    2、累计面积包括当年新种植面积、多年生草本面积、木本面积，包含野生抚育。
    3、当月种植面积指当月种植中药材的面积。
    4、当月产量指当月采收中药材的鲜品数量。
    5、当月产值=当月产量×平均出田价格。
    6、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当月
产量

（吨）

累计
产量

（吨）

当月
种植
面积

（亩）

选择带
动贫困

户

同比
（±%）

同比
（±%）

上年
同期

上年
同期

当月
产值

（万元）

上年
同期

带动贫困
农户数
（户）

带动贫困人口（人）累计
产值

（万元）

同比
（±%）

中药材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序
号

市（州）
县（市、
区、特
区）

乡
（镇）

品种

累计
种植
面积

（亩）

平均
出田价
（元/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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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单位：亩、吨、元/公斤、万元

主要种类 代码
当月种
植面积

上年同
期数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月底在
田面积

 上年
同期数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累计种
植面积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当月采
收量

 上年

同期数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累计采
收量

上年
同期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当月销
售量

上年同

期数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平均出

田价格

上年同

期数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产值
上年同

期数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

预计下

月产量

香菇 1

平菇 2

双孢蘑菇 3

金针菇 4

草菇 5

黑木耳 6

银耳 7

猴头菇 8

鸡腿菇 9

白灵菇 10

杏鲍菇 11

茶树菇 12

秀珍菇 13

灰树花 14

红托竹荪 15

冬荪 16

姬松茸 17

海鲜菇 18

松茸 19

牛肝菌 20

羊肚菌 21

大球盖菇 22

其他 23

合计 24

主要食用菌调查表

说明：
    1、由县级业务部门每月25号填报，县级面积和产量要细分到乡镇，所有数值除价格保留两位小数外，均保留一位小数。面积统一用亩，按1万棒=1亩折算，产量统一按鲜菇折算。
    2、当月种植面积：为当月新增菌棒种植面积，不包括发菌的面积。
    3、上年同期：为去年同期的绝对数。
    4、月底在田面积=上月末在田菌棒面积+当月新增菌棒面积-当月采收完菌棒面积。
    5、当月采收量：指当月收获的食用菌重量的总和，统一采用鲜重。
    6、当月销售量：指当月食用菌采收后的销售总量。当月销售量小于等于当月采收量。
    7、平均出田价格：当地当月生产者直接出售的价格（地头价）的平均值，按上、中、下旬算术平均。
    8、产值=当月采收量×平均出田价格，由系统自动生成，不需填报

16



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乡镇名称 代码 当月种植面积（亩） 当月采收量（吨）

合计 1

乡镇1 2

乡镇2 3

乡镇3 4

乡镇4 5

乡镇5 6

乡镇6 7

乡镇7 8

乡镇8 9

乡镇9 10

乡镇10 11

乡镇11 12

乡镇12 13

乡镇13 14

乡镇14 15

乡镇15 16

主要食用菌生产分乡镇情况月调度表

注：本表由县级填报，其中当月种植面积合计数、当月产量合计数
与《主要食用菌调查表》对应合计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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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指标 代码 单位 1-本月累计数 上月填报 本月填报

种植面积 1 亩

采收量 2 吨

产值 3 万元

带动贫困村村名 4 --

带动贫困村数量 5 个

带动贫困农户 6 户

带动贫困人口 7 人

  其中：脱贫 8 人

食用菌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调度时间：   月

说明：
    1、指表1、2的本月数的与《主要食用菌生产分乡镇情况月度调查表》对应乡镇指标的
增减幅度应控制在±10%以内，否则审核不允通过上报。
    2、面积统一用亩，按1万棒=1亩折算，产量统一按鲜菇折算。
    3、种植面积：为当月新增菌棒种植面积，不包括发菌的面积。
    4、采收量：指当月收获的食用菌重量的总和，统一采用鲜重。
    5、产值=当月采收量×平均出田价格
    6、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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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单位：     调度时间：   月

当前
总面积

上年
同期

同比
（±%）

当前
总面积

上年
同期

同比
（±%）

当月
产量

上年
同期

同比
（±%）

累计
产量

上年
同期

同比
（±%）

当前价
上年
同期

同比
（±%）

当前总
产值

上年
同期

同比
（±%）

当前
上年
同期

同比
（±%）

贫困人
口数

其中
脱贫

苹果 1

梨 2

桃 3

李 4

葡萄 5

樱桃 6

猕猴桃 7

柑橘 8

枇杷 9

杨梅 10

火龙果 11

百香果 12

蓝莓 13

石榴 14

芒果 15

其它（不
含刺梨）

16

合计

西瓜 17

甜瓜 18

草莓 19

合计

刺梨 20

水果产销情况脱贫攻坚调度表

种类

说明：
    1、果园面积指当前在园果树面积；
    2、投产果园面积指当年有产量的果园面积；
    3、产量指当月产量，有就填，没有就不填；
    4、出园均价单位是元/公斤，有产量才有价格；
    5、产值=产量×出园均价；
    6、销售量小于等于总产量；
    7、新建果园面积指当月新建园，有就填，没有就不填。
    8、年度表填全年累计数。月报表于每月25日前填报，年度表在12月28日前填报。
    9、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代码
新建果
园面积
（亩）

主要
品种

备注

西甜瓜及草莓

刺梨

选择
带动
贫困
农户

带动
贫困
农户

（户）

带动贫困人口
（人）

果园面积（亩） 投产果园面积（亩） 产量（吨） 出园均价（元/公斤） 产值（万元） 销售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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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单位：     调度时间：   月

贫困
人口数

其中脱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填表说明：
    1.此表使用于早熟马铃薯、薏仁米、高粱和荞麦；
    2.早熟马铃薯的界定范围以6月上旬以前收获的马铃薯方可计算为早熟马铃薯；
    3.当月实际面积指累计面积（在田面积）。

特色食粮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带动贫困人口
（人）

序号 市（州）
县（市
、区、
特区）

乡
（镇）

产业种类
当月实
际面积
(亩）

增减
百分比
（%）

当月实
际产量
（吨）

上月
同期
(吨）

产值
（万元）

选择
带动
贫困
农户

带动
贫困
农户

（户）

当月面
积增幅
（±）

上月
同期
(亩）

增减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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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单位：     调度时间：   月

贫困
人口数

其中
脱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上月累
计出栏

数

当月累
计出栏

数

填表说明：
    1、产业种类：按产业种类下拉菜单中家畜品种选择填报。
    2、当月存栏数：是指当月填表时家畜的实际存栏数。
    3、当月出栏数：是指上月填表时至当月填表时家畜实际出栏数之和。
    4、当月存栏数、当月出栏数的单位：为头、只。
    5、产值：有实际销售产值的按实际产值填报，不知道实际产值的，可参照当地市场价格测算填报。
    6、带动贫困人口，按下拉菜单中选择填报。
    7、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8、每月25日前报省畜牧局。

畜牧产业脱贫攻坚调度表

带动贫困人口
（人）

序号 市（州）
县（市
、区、
特区）

乡
（镇）

品种类型
当月存
栏数

单位
当月出
栏数

单位
产值

（万元）

选择
带动
贫困
农户

带动
贫困
农户

（户）

累计出
栏数比
上月增

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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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贫困人口数 其中脱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序号

冷水鱼调度月报表

说明：
    1.冷水性鱼类一般指适宜生活在20℃以下的水温，高于此温度将会引起不适或死亡。我省冷水鱼调度主要包括鲟鱼（亚冷水性）、鲑鱼、鳟鱼和裂腹鱼等品种。
    2.养殖品种分为：鲟鱼、鲑鱼、鳟鱼、裂腹鱼、其他冷水鱼。
    3.经营主体类型分为：公司、合作社、个体养殖户、散养户。
    4.养殖面积：指当月实际用于养殖的水池面积。（注意：养殖面积是养殖水池面积，不能与企业占地面积相混淆。）
    5.产量：指经人工养殖并已捕捞起水的鱼类重量。（注意：仍在养殖池里暂养的鱼不能算作产量）
    6.投放苗种：指全年中任何阶段，对鱼塘补充苗种的数量。若当月有补充鱼类数量，需进行调度。
    7.孵化苗种：指企业若自行孵化鱼苗，则调度从发眼卵至苗种的过程孵化的苗种数量。
    8.产值：指当月鱼类实际产量乘以其产品的现行价格。若有食用部分，则按食用重量乘以现行价格再乘以0.8系数调度。
    9.带动贫困农户：指企业和养殖户经营过程中，带动的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参与生产经营并获得报酬，以户为单位。
    10.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养殖品种 市（州）
县（市、区
、特区）

乡（镇）
经营主体
类型

经营主体
数量
（个）

养殖面积
（平方
米）

产量
(吨)

选择带
动贫困
农户

投放苗种
（万尾）

孵化苗种
（万尾）

产值
（万元）

带动贫困
农户
（户）

带动贫困人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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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贫困人口数 其中脱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说明：
    1、经营主体类型分为：公司、合作社、个体养殖户、散养户。
    2、经营主体数量：当地从事稻田综合种养的企业、合作社等的数量。
    3、养殖品种分为：稻田养鱼、稻田养蟹、稻田养虾、稻田养鳅、稻田养殖其他水产品。
    4、养殖面积指养殖水产品的稻田面积。
    5、水产品产量指稻田养殖水产品，实际起水捕捞后的重量。
    6、水产品产值指当月鱼类实际产量乘以其产品的现行价格。若有食用部分，则按食用重量乘以现行价格再乘以0.8系数统计。
    7、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选择带动
贫困农户

稻田综合种养模式调度月报表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特区）
乡（镇）

经营主体
类型

经营主体数
量（个）

养殖面积
（亩）

带动贫困农
户（户）

带动贫困人口（人）养殖品种
（可多选）

水产品产量
（公斤）

水产品产值
（万元）

23



填报单位： 调度时间：   月

幼鲵 商品鲵 亲 鲵 合 计 贫困人口数 其中脱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带动贫困人口（人）

说明：
    1.大鲵，两栖动物，俗称“娃娃鱼”。
    2.经营主体类型分为：公司、合作社、个体养殖户、散养户。
    3.养殖面积：指当月实际用于养殖的水池面积。（注意：养殖面积是养殖水池面积，不能与企业占地面积相混淆。）
    4.养殖量：指当月大鲵增长的总重量。养殖量包括存池量、销售量和食用部分。
    5.产量：指经人工养殖并已捕捞起水的大鲵重量。包括销售部分与自行食用部分。
    6.产值：指当月大鲵实际产量乘以其产品的现行价格。若有食用部分，则按食用重量乘以现行价格再乘以0.8系数调度。
    7.幼鲵：一般指规格在1kg以下的鲵种；（计算重量时根据实际情况取值）
    8.商品鲵：一般指规格在1～3kg左右的大鲵；（计算重量时根据实际情况取值）
    9.亲鲵：一般指规格在3kg以上作为亲本的大鲵；（计算重量时根据实际情况取值）
    10.合计：合计=幼鲵+商品鲵+亲鲵，单位：尾。
    11.脱贫人口年底根据扶贫办核定情况年底勾选。

大鲵调度月报表

序号 市（州）
县（市、
区、特
区）

乡（镇）
经营主
体类型

经营主
体数量
（个）

养殖面积
（平方米）

养殖量
（公
斤）

产量
（公斤）

产值
（万元）

本月度存池数量（尾） 选择带
动贫困
农户

带动贫困
农户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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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序号 市（州）
县（市、
区、特
区）

乡
（镇）

村
经营主体

名称

经营
主体
类型

从事
产业

产业
类别

成立注
册时间

注册
资金

（万元）

组织机构
代码

省级及
以上龙
头企业

是否
为引
进企
业

是否
村支
两委
领办
建立

是否
建立
党支
部

支部党
员人数
（人）

是否
有技
术团
队指
导

技术
团队
人数
（人
）

负责人
姓名

负责人
手机

从业人
员或社
员数

（人）

带动
贫困
户名

带动
贫困
户数

（户）

带动
贫困
人口

（人）

注销
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填表说明：经营主体类型是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散户。

产业脱贫攻坚经营主体引进培育情况台账表
调度时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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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时间：   月

指  标 代码 单位 1-本月累计数 上月填报 本月填报

一、技术与培训情况 1 -- -- -- --

  进村入户技术推广指导人员 2 人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3 人次

  蔬菜产业培训 4 人次

  茶产业培训 5 人次

  家禽产业培训 6 人次

  食用菌产业培训 7 人次

  中药材产业培训 8 人次

  “一县一业”培训 9 人次

  新型经营主体培训 10 人次

二、年度招商情况 11 -- -- -- --

  招商引资对接次数 12 次

  签定招商合同 13 个

  签定招商合同金额 14 万元

  到位资金 15 万元

三、“三变”情况 16 -- -- -- --

  “三变”改革试点推广县 17 个

  “三变”改革试点覆盖乡（镇） 18 个

     其中：贫困乡（镇） 19 个

           极贫乡（镇） 20 个

  “三变”改革试点覆盖村 21 个

     其中：深度贫困村 22 个

  “三变”改革试点覆盖农民 23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4 人

  参与“三变”改革农民分享红利 25 万元

  财政扶贫资金折股量化金额 26 万元

产业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调度表

填表说明：
    1、指标12-15、指标17-20是由县级填报。
    2、本月填报数是指填写本月新增情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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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时间：   年   月

合计
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整合部门
资金投入

基金投入 贷款
经营主体
自筹

村名 个数 户 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实施主体
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产业脱贫攻坚建设项目台账表

当月完成投资（万元） 项目实施地点 受益建档立卡农民

序号 市（州）
县（市、
区、特
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计划启
动建设
时间

计划完成
建设时间

实际完成
建设时间

投资计划
（万元）

项目实施主
体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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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月份：

得分小计 上报日期 得分 审核情况 得分

农业产业脱贫攻坚监测调度上报评分情况

市县乡名称
调度表名称

注：
    上报情况得分标准为，按规定时提前一天或晚一天上报计0.5分，距规定上报时间晚2天上报计
0.2分，距规定上报时间晚3天及以后上报或没有上报计0分。
    审核情况得分标准为，审核通过计0.5分，一审不通过修改后上报通过计0.3分，二审及以上不
通过修改后上报通过计0.1分，审核不能过计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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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解释 

 

一、蔬菜和食用菌产业调度表 

（一）指标 

1、大白菜：别名结球白菜、黄芽菜、包心白等，包括散叶

型、半结球型、花心型和结球型，包括微球型（娃娃菜）。 

2、普通白菜：别名小白菜、青菜和油菜等。包括： 

---白菜亚种 

普通白菜变种、乌塌菜变种、菜薹变种、薹菜变种。 

----大白菜亚种 

散叶大白菜变种、半结球大白菜变种、花心大白菜变种、结

球大白菜变种。 

----芜菁亚种 

3、结球甘蓝：别名洋白菜、包菜、圆白菜、卷心菜、莲花

白、茴子白等，包括尖头型、圆头型和平头型。 

4、花椰菜：别名花菜、菜花。 

5、青花菜：又名木立花椰菜、绿菜花、茎椰菜和西蓝花。 

6、萝卜：包括普通萝卜（红皮、绿皮、白皮等）和四季萝

卜。 

7、胡萝卜：别名红萝卜、黄萝卜、番萝卜、丁香萝卜、黄

根等，包括普通胡萝卜、微型胡萝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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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瓜：别名胡瓜、青瓜，包括密刺型、少刺型、无刺型

（小瓜型）。 

9、苦瓜：别名凉瓜、锦荔枝、癞葡萄。 

10、丝瓜：别名胜瓜、菜瓜，葫芦科一年生攀援藤本。 

11、南瓜：包括圆南瓜、长南瓜。 

12、西葫芦：别名美洲南瓜，包括白色西葫芦、绿色西葫芦、

黄色西葫芦及飞碟西葫芦等。 

13、冬瓜：包括青皮冬瓜、白皮（粉皮）冬瓜等。 

14、番茄：别名西红柿、洋柿子，包括大果型、中果型和小

果型，颜色多种。 

15、辣椒：分为辣椒和甜椒。辣椒，别名番椒、海椒等，包

括尖椒型和线椒型。甜椒，别名青椒、菜椒、彩椒。产量采用鲜

重。 

16、茄子：包括长茄、圆茄等。 

17、菜豆：别名四季豆、芸豆、油豆、玉豆、豆角等，包括

圆荚型、椭圆荚型和扁荚型。 

18、豇豆：别名长豇豆、长豆角、带豆等，包括青荚型、白

荚型和红荚型。 

19、菠菜：别名赤根菜、波斯草等，包括尖叶型和圆叶型。 

20、蕹菜：又称空心菜、通菜、竹叶菜、藤藤菜等，旋花科

牵牛花属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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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芹菜：别名芹、旱芹、药芹，包括中国芹菜和西芹。 

22、莴苣：即茎用莴苣。 

23、芥菜：包括子芥菜、叶芥菜、茎芥菜、薹芥菜、芽芥菜、

根芥菜。 

24、洋葱：别名葱头、圆葱，百合科葱属。 

25、大葱：指以假茎为主要产品的葱，包括长白型和短白型。

（不包括香葱）。 

26、姜：姜科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27、芋：别名芋头、芋艿、毛芋等，天南星科芋属。不包括

魔芋（天南星科磨芋属）。 

28、莲藕：属莲科植物根茎。 

29、韭菜：别名起阳草、懒人菜、草钟乳，包括叶韭（含韭

黄）、花韭、叶花兼用型韭和根韭。注：既收叶又收薹的，播种

面积只统计一次，产量为叶和薹的产量叠加。韭菜一般一次播种

多年收获，每年采收多次。种植后，播种面积每年都要统计一次。 

30、大蒜：别名蒜、胡蒜，包括紫皮蒜和白皮蒜。面积为有

蒜头产品的大蒜种植面积，产量为蒜头的产量（无蒜头产品的大

蒜种植面积、产量，如蒜苗、蒜黄的种植面积、产量，统计在其

它蔬菜中，蒜薹产量统计在其它中，面积不再统计）。大蒜一般

9 月份种植，次年 5、6 月份采收。年度统计时注意：2017 年初

统计的 2016 年的产量，为 2015 年 9 月份的大蒜种植面积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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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量。 

31、其它：30 类主要蔬菜以外的所有蔬菜（不包括食用菌、

马铃薯、香椿、西甜瓜和草莓等）。 

32、间作面积计算：在一块地上，同时期按一定行数的比例

间隔种植两种以上的作物，其共生时间较长。间作的蔬菜产量分

种类统计。在田蔬菜面积、播种面积按比例分种类统计。如黄瓜

和辣椒间作 10 亩（黄瓜行间间作辣椒），假设黄瓜占地 60%，辣

椒占地 40%，则黄瓜在田面积、播种面积为 6 亩，辣椒为 4 亩。 

33、套种面积计算：一种作物生长后期种上另一种作物，其

共生时间较短。如黄瓜和豇豆套种（黄瓜拉秧前套种豇豆）。套

种的蔬菜在田蔬菜面积、播种面积和产量都分种类统计。 

34、小数点位数：所有报表中产量、面积保留 1 位小数，地

头批发价保留 2 位小数。 

（二）填报注意事项 

蔬菜 

1、当月种植面积为直播和定植在露地和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不包括育苗面积。注意不是在田蔬菜面积。 

2、月底在田蔬菜面积：当月最后 1 天在田蔬菜种植面积（注

意：在田面积=上月在田面积+本月新增种植面积-当月拔秧面积，

不要把本月各茬的面积累加起来）。 

3、当月销售量指当月蔬菜收获后的销售总量要小于等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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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量。 

4、平均出田价格：当地当月生产者直接出售蔬菜价格（地

头价）的平均值，按上、中、下旬算术平均。 

5、产值为当月蔬菜采收量×蔬菜平均出田价格，由系统自动

生成，不需填报。 

6、预计下月产量是预计下月能收获蔬菜的产量：如 3 月月

度表，下月产量指 4 月能收获的产量。注意多次采收的蔬菜，只

填写预计下月能收获的，而不是总共能收获的（注意月产量与总

产量关系）。 

7、大中棚和小棚均指单栋塑料棚，其中劳动者能在其中直

立行走的归为大中棚，其它塑料棚归为小棚，温室是指玻璃温室

或联栋塑料温室，面积均为棚内面积。 

8、注意审核：面积、产量同比变化是否超过 10%，超过需

备注说明原因。 

食用菌 

1、食用菌种植面积单位统一用亩，按 10000 棒=1 亩折算，

产量为鲜重，产量统一按鲜菇折算， 

2、当月种植面积为当月新增加投产菌棒面积（摆在地里开

始生产食用菌的面积，工厂化生产的摆在出菇棚/架上的面积），

不包括养菌面积。 

3、月底在田面积为上月在田菌棒面积+当月新增菌棒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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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采收完菌棒面积。 

3、平均出田价格为当地当月生产者直接出售的价格（地头

价）的平均值，按上、中、下旬算术平均。 

（三）其他 

1、采集频率：月度表每月 25 日由县级上报，季度表在下季

度初 5 号前填报，年度表在每年 12 月 28 日填报。 

2、数据来源：采用全面统计的方法监测蔬菜生产信息。即

在全省范围内，从县级单位起，逐级全面统计上报月度、季度和

年度生产数据，但数据需要乡镇支撑。 

二、产业脱贫攻坚建设项目台账表 

1、项目名称：主要依据立项批复里的项目名称填写，没有

立项的根据项目的具体内容填写。 

2、项目内型：以下拉菜单选择蔬菜产业、茶产业、家禽产

业、食用菌产业、中药材产业、“一县一业”。 

3、项目建设主要内容：以下拉菜单选择各产业的建设子项

目。 

4、启动建设时间：指项目开始建设的年月。按建设项目设

计文件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开始施工的年月填写。如果没

有设计，按计划方案规定的永久性工程实际开始施工的年月填

写。建设项目永久性工程的开工时间，一般指永久性工程正式破

土开槽开始施工的时间，作为建筑物组成部分的正式打桩也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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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在此以前的准备工作，如工程地质勘察、平整场地、旧有

建筑物的拆除、临时建筑、施工用临时道路、水、电等工程都不

算正式开工。总体设计内的工程开工之前，用迁移补偿费先进行

拆迁还建工程的项目不算正式开工。没有土建工程的项目，开工

时间填写安装工程开始施工的时间。 

5、计划完成时间：指项目建设的预计竣工时间。 

6、实际完成时间：指项目建设的实际竣工时间。 

7、投资计划：指在建的建设工程按照总体设计（或按设计

概算或预算）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计划需要的总投资。没有总体

设计的建设工程，分别按报告期施工工程的计划总投资合计数填

报。计划总投资按以下办法确定填报： 

①有上级批准计划总投资的，填列上级批准数额。在上级批

准计划总投资后，又批准调整（追加或减少）时，应填列批准后

的调整数字； 

②无上级批准的计划总投资的，填列有关权威单位编制的概

算或预算中的计划总投资； 

③前两者都没有的，填列年内施工工程计划总投资。 

8、累计完成投资：是指建设项目从开始建设到当前报告期

末止累计完成的全部投资。它是反映整个建设项目总进度的指

标，其计算范围原则上应与“计划总投资”指标包括的工程内容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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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专项资金：指中央、省、市、县等各级财政专项投入

资金之和。 

②整合部门资金投入：各级政府针对项目的匹配资金之和。 

③基金投入：申报使用产业扶贫子基金。 

④贷款：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资金。 

⑤经营主体自筹：除上述外的各类参与项目建设的资金。 

9、项目实施地点：指项目实施区域的实际发生地，细化到

村。 

10、受益建档立卡农户：指项目实施区域覆盖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贫困人口。 

11、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名称：指实施项目的第一责任单位全

称。 

12、实施主体负责人：指实施项目第一责任人名称。 

13、负责人电话：指实施项目第一责任人移动电话号码。 

三、产业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调度表 

1、进村入户技术推广指导人员：指导农业生产的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 

2、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

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

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从类型上分，按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

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情况，重点遴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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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骨干和返乡下乡涉农创业者为生产

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遴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定就业的

农业工人（农业雇员）为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遴选从

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经营性服务的骨干人员为专业服务型职

业农民培育对象。 

3、蔬菜产业培训：参加蔬菜产业全产业链培训的农户数。 

4、茶产业培训：参加茶产业全产业链培训的农户数。 

5、家禽产业培训：参加生态家禽产业全产业链培训的农户

数。 

6、食用菌产业培训：参加食用菌产业全产业链培训的农户

数。 

7、中药材产业培训：参加中药材产业全产业链培训的农户

数。 

8、“一县一业”培训：参加“一县一业”全产业链培训的农户

数。 

9、新型经营主体培训：企业、合作社等社会化组织培训农

户人数。 

10、招商引资对接次数：指向域内（外）进行招商、推介活

动的次数。 

11、签订招商合同：指基地与客商签订的各类意向投资合同。 

12、签订招商合同金额：指基地与客商签订的各类意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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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金额。 

13、到位资金：指基地建设的实际落地资金。 

14、“三变”改革试点推广县：参与“三变”改革工作的县区。 

15、“三变”改革试点覆盖乡（镇）：参与“三变”改革工作的

乡镇。 

16、三变”改革试点覆盖村：参与“三变”改革工作的行政村。 

17、深度贫困村：指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的 2760 个深

度贫困村。 

18、“三变”改革试点覆盖农民：参与“三变”改革工作的所有

农民数。 

19、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指省扶贫云中包含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20、参与“三变”改革农民分享红利：通过“资源变股权、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改革入股农户的分红收益总和。 

21、财政扶贫资金折股量化金额：财政投入的各类帮扶资金

平均量化到每个贫困农户的股本金额总和。 

四、产业脱贫攻坚经营主体引进培育情况台账表 

1、经营主体名称：工商营业执照上的全称。 

2、经营主体类型：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散户。 

3、从事产业：以下拉菜单选择蔬菜产业、茶产业、家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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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食用菌产业、中药材产业和“一县一业”的具体产业类型。 

4、产业类别：一产为农业生产、二产为农产品加工、三产

为市场服务。 

5、成立注册时间：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成立时间。 

6、注册资金：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 

7、组织机构代码：工商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省级及以上龙头企业：被评为省级或以上的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9、从业人员或社员：指在企业、合作社工作的人员数量。 

10、带动贫困人口：指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注销时间：公司注销登记核准通知书下发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