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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是避免自然风险损失、保障农业生产、稳
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在“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进程中，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撬动社会金融资本投入农业发展，完善农业担保体
系，推动农业新旧动能转换。

据省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处处长冷彩凌介绍，2019
年，山东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9 . 32亿元，同比增长
21 . 98%；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745 . 16亿元，同比增长
18 . 99%；支付赔款13 . 15亿元，同比增长25 . 8%。截至目
前，省级补贴险种已经达到44个，实施了全成本类、收
入类、指数类等保险创新试点，积极探索“保险+期货”
“保险+信贷”等模式，推动山东农业保险向高质量发展
迈进。

在大宗农作物险种全省全覆盖的基础上，我省对地
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政策，鼓励市县因
地制宜开发地方特色保险产品，逐步将各地优势产业、
特色产业纳入保障范围。其中，烟台的长岛海洋牧场
“保险+信贷”试点获得农业农村部支持，成为全国唯一
获批的海洋牧场类保险试点，填补了我省政策性渔业保
险的空白。另外，山东还进行了产品迭代升级，探索出
“保险+期货”模式，成功启动棉花目标价格保险试点，
在平阴县等6个植棉大县(市、区)内实现政策全覆盖，保
费全部由财政负担。

为进一步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范围，2019年，山
东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县由现行20个扩大到50个，在原有
政策基础上，将单一作物种植面积在50亩以上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纳入种植大户保障范围。小麦、玉米、水稻等
主要粮食作物承保覆盖率保持在75%以上，年参保农户近
1600万户次。德州市齐河县多个粮食主产区乡镇，对小
麦、玉米种植保险保费农户自缴部分，由乡镇或村统一
承担，农民参保率达到100%。

2019年“利奇马”台风过后，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会
同承保机构第一时间开展查勘理赔。2019年全省农业保
险受灾报案面积516 . 7万亩，涉及农户60 . 3万户，估损金
额11 . 83亿元，解决赔款1282万元，充分发挥了农业保险
的风险保障作用。为提高农户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解决
大棚保险投保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
财政厅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深入调研，修订大棚
保险条款，连续两年提高标准、降低费率，将每亩最高
保额提升至6万元。

为有效加强农业保险监管，提高财政补贴精准性，
2019年2月份，省农业农村厅在全省启动了新一轮农业保
险承保机构调整工作，由市县通过招标确定承保机构和
业务区域，还委托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开发了省
级农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保单信息和财政资金监
管。

全国首单海洋牧场保险在长岛签出

深远海网箱养殖再不怕“风大浪急”

“天气、温度等变化对于深海养殖的影响都很大。
有时候一场台风，就能刮掉养殖户的几十万元。”长岛
县自然资源局渔业科科长初文斌告诉笔者。

深远海养殖设施多分布在开放海域，受台风、海温
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尤其风浪风险会严重影响网箱养
殖海产品的产量和品质。长岛海水养殖产业品类较多，
养殖区域分布在近海、深远海等各个海域，面临不同的
自然风险。不仅如此，由于深海网箱养殖属于新兴行
业，智能网箱建造尚未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深海智能网
箱的建造、运营成本十分巨大，想要进行保险评估和理
赔的难度更大。

风险大、难评估，保险公司为何愿意“明知风浪
大，偏向风浪行”？太平财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经理崇
乾文告诉笔者，走向深海是国家的战略，是挑战更是机

遇。“我们推出的系列保险越来越受广大渔业生产者认
可，尤其是通过今年的推广实施，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完
善保险支持政策。对投保户来说，有了保险就是有了保
障‘兜底’。”

为了能让渔民更好地了解、受益，省农业农村厅、
烟台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联合保险公司，结合不同海产品
受外界不同因素影响，量身打造不同保险方案。有的海
产品受风力影响较大，推出了海带风力指数保险、扇贝
风力指数、牡蛎风力指数等，有的海产品受温度因素影
响生长，则研发推出海参高温指数保险。还有的受波浪
影响较大，则开发了近海养殖浪高指数、深远海养殖浪
高指数等海水养殖气象指数保险产品，满足不同养殖户
的需求。

2019年9月，省农业农村厅、烟台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长岛海洋生态保护区与保险公司在长岛举行了海洋
牧场“保险+信贷”金融支农创新项目首单签发仪式。这
是我省深海网箱养殖“保险+信贷”金融服务创新项目成
功入围农业农村部2019年金融创新支农服务政府采购清
单后的第一单，也是海洋牧场保险全国首单，标志着我
省农业保险从陆地转向了深海。

既保产量也保价格

豆农有了“双保险”

“今年我种了200多亩大豆，从种到收100多天里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病虫草害，风险很大。以往的大
豆保险只保产量，今年的大豆收入保险既保产量也保价
格，等于给我们农户上了‘双重保险’。”2019年12月2
日，嘉祥县梁宝寺镇郭庄村大豆种植户郭铁军告诉笔者。

据悉，2019年经农业农村部批复，嘉祥县作为山东唯
一一个大豆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开展金融支农创新繁种
大豆收入保险试点，镇街大豆保险金额为800元/亩和750元/
亩，单位保费为70元/亩，其中种植户每亩承担12元，承保
面积为8 . 46万亩，涉及12个镇街310个村6890户。

据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生产科王冬霞介绍，试点繁种
大豆收入保险有以下几个亮点：农户获得的农业保险保
障水平明显提升，由原来的每亩地230—460元的保额提升
至750—800元保额。农户自缴保费比例下降，降低了农户
负担。原来的大豆成本保险农户自缴2 . 5元或15元，分别
获得230或460元的保额；新的大豆收入保险农户自缴12
元，可获得每亩750或800元的保额。农户通过“保险+期
货”的模式可获得期货市场的价格补偿，现货市场将为
豆农实现价格兜底。推行基差收购的服务模式，将对农
户现货价格起到稳定器作用，从而告别“丰产不丰收”

“豆贱伤农”的困扰。
本项目首次将大豆收入保险通过“保险+期货”的形

式付诸实践，首次将农业卫星和遥感技术为一体的大数
据生产力引入农业，首次实现“嘉祥繁种大豆”这一地
方特色农产品收入保险全县域覆盖，是国内首个为农户
提供差异化的收入保险服务方案，并实现产业自然风
险、市场风险和交易风险全覆盖。2018年7月至10月，中
国农科院项目技术团队陈爱莲博士带队先后到嘉祥进行
数据收集，在120多个监测点进行光谱数据、生物量和测
产数据等信息收集，建立了大豆繁种区域卫星遥感测产
模型。“这样一来，既能解决虚假投保、重复投保和逐
户定损测产难的问题，也规避了测产定损的道德风险问
题。”太平洋保险济宁中心支公司农险部副经理褚洪飞
介绍。

褚洪飞还表示，2019年11月1日至30日为期货价格观
察期，已按期进行遥感及地面测产，并于12月底完成理
赔工作。赔款总金额为1010 . 53万元，涉及农户6984户，
相当于农户平均每亩挽回收入损失118元。

“苹果保险”边勘验边推广

单险综合赔付率高达624%

“当时，我和其他社员在果园劳作，只见鸡蛋大小
的冰雹从天而降，不少苹果被冰雹砸落地，勉强挂在枝
头上的，也有很多砸出伤疤。”蓬莱仙境果品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学伟告诉笔者，2018年5月28日，一场突如其
来的冰雹砸向蓬莱大辛店镇、小门家镇和村里集镇，他
经营的500亩果园也因此遭灾，造成苹果减产30%，经济
损失约150万元。

据了解，2018年10月安华农险烟台中心支公司与烟台
泉源食品有限公司，签下“订单农业+保险+期货”苹果
价格保险。该保单合计承保面积333 . 33亩，折合现货量
400吨，约定价格每吨11799元，总保费14 . 2万元，保险到
期后实际收获价格每吨11184元，最终共支付赔款24 . 6万
元。而在同一年，张学伟因雹灾减产的果园，也得到承
保方中国人寿财险的赔付，“赔付金额还比较满意。”
他表示。

根据中国人寿财险蓬莱支公司提供的资料，蓬莱试
点的政策性苹果种植业保险，保额为每亩4000元，保费
为200元，其中还有一半享受政府保费补贴。“风调雨
顺，苹果每亩卖个一万多没问题，100元的费用也不高；
但万一绝产，4000元的保金可是雪中送炭，给果农恢复
生产的信心。”中国人寿财险蓬莱支公司经理邹泠泠对
笔者表示。

在试点中，各级政府财政也进行了补助：除了政策
性苹果种植业保险，上述首单“订单农业+保险+期货”
的总保费14 . 2万元，投保方自交仅4 . 26万元。据统计，
2018年蓬莱地区政策性苹果种植业保险共承保2856 . 8亩，
保费57 . 13万元，共赔付356 . 97万元，综合赔付率高达
624%。

为做好理赔服务，提高投保农户获得感，蓬莱市农
业农村局在这个环节发挥了关键作用。据张学伟回忆，
2018年的雹灾发生后，烟台市和蓬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直接下到灾害现场，与承保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勘验受灾情况，稳住了果农的信心。蓬莱市农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周洪军表示，现场勘验正是向广大散户推广
“苹果保险”等政策性种植业保险的好机会，“现场除
了我们的人，农技工作人员也会在现场，种植户非常信
任他们。所以我们一边勘验，一边还向现场的其他农户
推广。”

农业大灾保险作保障

农户脱贫致富有信心

“以前种植农作物，基本都是靠天吃饭，每年都有
不同自然灾害，例如风灾、雹灾、火灾等。”巨野县万
丰镇后李楼村种粮大户李超告诉笔者，2015年他通过土
地流转承包500多亩农田，联合亲戚合力经营家庭农场，
但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几年下来仍旧是有赚有赔。

2017年转机出现，“种粮大县”巨野县作为农业大灾
保险试点，种植大户小麦和玉米自缴7 . 2元/亩，财政承担
其余80%保费，小麦和玉米最高保险金额分别为900元/亩、
850元/亩。保险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暴雨、洪水、内涝、风
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泥石流、山体
滑坡等意外事故，以及病虫草鼠害等。当听到这个好消
息，李超和村里其他三家种植大户第一时间参保，目前李
超所在的后李楼村农民参保率已经达到90%以上。

参保后，每年遇到不同程度灾害，李超每次都及时
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增加了一部分收入。“2019年5月
份的时候，我家的小麦出现病灾，一片一片小麦出现死
穗。今年雨季的时候，玉米也出现倒伏。”李超介绍，
2019年他家小麦受灾七八十亩、玉米受灾五六十亩，就
在3个月之前，15000元的小麦理赔款已经到账。有了农业
大灾保险作保障，脱贫致富也有了信心。

2019年营里镇东冯庄村种粮大户冯大勇的小麦也遭
受风灾。2019年5月26日的一场大风，让即将收获的小麦
刮倒在地，小麦减产了。幸亏经过保险公司查勘定损，
定损面积53 . 3亩，冯大勇获得9594元的理赔款。

李超和冯大勇的“幸运”并非个例。据悉，该县
2017—2018年大灾保险受益农户165681户，有效缓解了经
营风险，降低了灾害损失，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了支撑作用。“巨野县的农业大灾
保险，由试点推行到全面推开，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的
方法。”巨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保堂说，“巨野县种
植业的直补面积与投保面积基本一致，可以说已经实现
农业政策保险全覆盖。”

经过两年全面推广，巨野县的农业大灾保险用“小
钱”办“大事”，已经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三农“防火
墙”，也取得“零投诉”的佳绩。

保保险险覆覆盖盖面面扩扩大大 产产品品创创新新再再升升级级

山山东东农农业业保保险险向向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迈迈进进

①蓬莱市试点政策性苹果种植业保险，单险综合赔付率
高达624%
②嘉祥县试点的大豆收入保险为农户保“价”护航
③2019年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全省农业保险培训班”，
旨在加快山东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④“长鲸一号”是全国首个与保险公司实现监测数据实
时分享的深水智能网箱
⑤2019年山东省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方案研讨会
⑥李超所在的巨野县万丰镇后李楼村农民参保率已经达
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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