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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货，为经济作物保“价”护航
试点见成效，我省主要经济作物新险种从保成本转向保收入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郑希平

  今年 8 月份，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郑州商品交易所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2022 年苹果目标价格保险和
花生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
确定开展苹果目标价格保险、花生
收入保险试点。
  苹果目标价格保险和花生收入
保险试点，在山东省内是首次，加
之今年又扩大了棉花目标价格保险
试点，标志着作为我省主要经济作
物的花生、苹果和棉花，都有了
“保险+期货”的保“价”护航，
从最初的保成本，正向着保价格、
保收入转变。
  目前试点效果咋样，理赔收益
如何，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了解。

人工成本上升

成经济作物增收“拦路虎”

  栖霞是烟台苹果的主产区，目
前苹果种植面积在 100 万亩左右，
年产量在 200 多万吨。眼下，正是
栖霞苹果成熟销售的旺季。连续三
年价格低迷，让今年苹果的价格格
外引人关注。
  “ 2018 年到2021 年，这三年苹
果价格不高，对于小散户来说，赚
的基本都是自己的工钱。”栖霞市
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农
艺师刘汉涛介绍，而对于一些规模
较大的种植园来说，除了现在日益
增长的农资成本，成本大头还来自
从种植、套袋到采摘过程中的人工
费用，一些苹果种植园这两年处于
亏损状态。
  同样因为人工成本的增加面临
着亏损的，还有日照市东港区花生
种植户，许多优家庭农场负责人许
文鑫今年流转了60多亩的丘陵地块
种植花生，“丘陵地带缺水，种植
花生也是无奈的选择。”许文鑫解
释道，另外，花生具有固氮的作
用，可以肥沃土地，往年都是把盈

利寄希望于来年的小麦收成上。
  日照市东港区农业农村局农业
生产管理科科长高悦量介绍，东港
区多是丘陵地带，因为水浇资源不
足，村民往往会选择种植花生、小
麦。“东港也因此成了我省花生传
统种植集中地，目前，全区花生种
植面积大约在9万亩左右。”
  丘陵地带种植花生，对于规模
较大的种植园来说，为什么没有赚
钱的空间呢？许文鑫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因为是丘陵地带，大型农机
施展不开，花生从种植到收获，只
能人工作业。化肥、地膜、农药成
本加上人工费用，平均下来，一亩
地的生产成本在1200 元左右。“对
于散户来说，赚的都是自己的工
钱，对于需要雇人工的种植园来
说，就不赚钱了。”
  不仅仅是苹果和花生，棉花作
为我省重要的经济作物，也面临着
人工成本增加的问题。济南市平阴
县玫瑰镇王桥村有一片棉田共计80
亩，望过去雪白一片，绽放待采。
该村党支部书记赵学峰介绍，因为
地形因素，农机使用不上，因此从
种到采全靠人工，一茬一茬地采
收，前后时间可以长达一个月，而
现在人工费最少一天也要80 元。
“扣除人工费用，棉花种植盈利空
间已经很小了。如果价格再不好，
那铁定是赔钱的。”赵学峰说。

“保险+期货”

提前锁定部分收益

  不仅仅是人工成本，农资价格
不断上涨也进一步压缩了种植户的
收益。保价格、保收入成了苹果、
花 生 以 及 棉 花 种 植 户 们 的 共 同
愿景。
  农业保险险种从最初的保成
本，向着保价格、保收入转变，保
险范围不断扩大。记者了解到，早

在2019年，山东省就试点了棉花目
标价格保险，今年继续扩大试点。
今年8月，山东省农业农村厅、郑
州商品交易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2年苹果目标价格保险和花生收
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开
展苹果目标价格保险、花生收入保
险试点。
  栖霞市是试点之一，今年8月
有9500多亩苹果投保了苹果目标价
格险。中华保险栖霞支公司承担了
部分苹果目标价格保险项目，该公
司负责人刘昌军介绍，今年是以8
月22日至26日苹果2301合约收盘价
的均价每吨9146 . 6元，作为最终保
险 价 格 ， 苹 果 保 费 确 定 为 每 吨
467 . 39元，其中农户自缴保费每吨
50元，其余由郑商所、地方财政进
行补贴。“按照每亩2吨产量计，也就
是每亩种植户只需要缴纳保费100
元，最终理赔结算价格，是保险期间
最后1个月的郑商所苹果期货2301
合约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花生收入保险方面，今年全省
有 10 . 15 万亩花生参与了试点，其
中东港区面积在 1 万亩左右。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
中心支公司，具体承保了东港区部
分地块的花生收入险，该公司农险

部经理郑强介绍：“花生收入保险
的保费为每亩108 . 47，其中农户每
亩交10 元，其余由政府补贴。另
外，期货公司每亩为农户承担了5.2
元，也就是说，种植户每亩只需要
交4.8元。”
  中国人保财险平阴支公司承担
了平阴县棉花目标价格保险业务，
该公司副经理孙伟介绍，根据山东
省棉花产业实际情况和当时的市场
行情，承保棉花最低价格为每吨
14250元，保费是每亩100元，财政
全额补贴。这样，每亩棉花最低保
障收益折算为1140元，目标价格定
为皮棉（即籽棉）7 . 125元/斤。对
于保险责任，则也与苹果目标价格
险一样，规定在保险期间内，当约
定月份期货合约的理赔结算价低于
保险目标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
生，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
责赔偿。 

理赔逐渐开展

收益落地增强农户信心

  目前，花生已收获完毕，苹
果、棉花收获也进入了尾声。根据
保险合约规定，开始进入理赔的采
价期。
  “按照现在的平仓价，我们一

亩地的苹果能够赔付1796 . 72 元，这
个钱对我们果农来说，是一笔稳定
的收益。”栖霞市绿果果蔬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鲁德成，是省内第一批
苹果目标价格保险的“尝鲜户”。
11 月 10 日，公布了苹果目标价格保
险约定平仓价格为每吨8164 . 27 元，
最终计算得出理赔结算价格为每吨
8248 . 24 元，赔付单价为每吨898 . 36
元，一亩地按照两吨的产量计算，
也就是一亩地赔付在1796 . 72 元。
  “果农通过购买苹果目标价格
保险，提前锁定收益。如果地面价
格赔本了，通过保险期货，可以弥
补部分收益。”对于苹果目标价格
保险为何受到种植户的欢迎，栖霞
市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
农艺师刘汉涛这样解释道。
  同样能获得理赔的还有投保了
花生收入保险的东港区花生种植
户。花生收入保险，主要受两方面
的因素影响，一是期货结算价格，
另一个是花生的产量，二者构成了
花生的实际收入情况。今年产量方
面，出现了减产的状况。郑强告诉
记者，虽然现在处于花生收入保险
理赔的采价期，根据现在的价格数
据推测，目标收入预测每亩1280
元，实际收入预测为1200元，每亩
估计赔付80元左右。
  “种植了这么多年花生，今年
第一次享受到保险收益，国家有这
么好的政策，对我们花生种植户来
说，是好事。”许文鑫高兴地说。
  高悦量介绍，花生收入险项目
资金筹集方式更加多元化，通过财
政、金融协同支农合力真正实现了
用“小投入”撬动“大保障”，也
让种植户对于花生种植增加了一份
信心。
  11 月份仍是棉花期货价格的采
价期，最终价格还在统计计算中。
赵学峰告诉记者，现在皮棉价格是
每斤3 . 7 元左右，今年的亩产量在
300斤到400斤不等，具体需不需要
理赔，理赔多少，还要看最终的期
货价格。“但是从目前期货价格来
看，将能获得相应的理赔。”赵学
峰说。

  立冬时节，五莲县于里镇于里
沟村村南的1000 多亩冬小麦已是绿
油油的一片，出苗非常整齐。与往
年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不同，今年这
些地块的秋收秋种都是由农业托管
公司统一进行的。
  五莲县是典型山区县，山地丘
陵面积占86% ，于里镇的山地和丘
陵面积超过七成。“村里的地分为
水浇地、低洼地和丘陵地 3 种类
型。水浇地的小麦亩产量超过1000
斤，丘陵地块遇到干旱年份，亩产
只有三四百斤。分地时为了公平，
只能‘肥瘦搭配’，每家每户至少
有五六块地。随着大型机械设备的
普及，零碎的地块种起来越来越费
劲。”于里沟村党支部书记张日
红说。
  五莲县是山东18 个沂蒙革命老
区县（市区）之一。今年上半年，
国家乡村振兴局、财政部顺利通过
了山东省2022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
目，五莲县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5000 万元。
  借助这个项目资金，五莲县于
里镇在13 个村集中打造了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乡村振兴示范区，重点
围绕实施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促进
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发力。
  “为了实现土地适度规模化经
营，保障粮食产能，今年在乡村振
兴示范片区内启动粮食托管试点，
借助先进的装备和技术，打造万亩
粮食高产示范园，促进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于里镇党委书
记高曰英说。
  于里镇位于潍河平原，土地肥
沃，适合发展规模化粮食生产。但
由于地块散碎，机械作业效率低，
近年来，很多农民不愿意种地，种
不好地，部分地块甚至面临撂荒。

  今年，示范区内的于里沟村等
村庄，通过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村民以土地入股，陆续成立了土地
股份合作社。村里的土地股份合作
社再与五征集团签订土地托管协
议。原本分散在一家一户的零碎和
闲置地块，由小田变成了大田，实
现了规模化经营，方便大型农机
作业。
  五征集团是国内农业装备制造
的龙头企业。近年来，企业不断向
农业生产领域扩展，先后在新疆等
地发展了 3 万亩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通过农机服务，在全国托管土
地达到十多万亩，培养出一批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员，积累了丰富的规
模化、机械化农业生产经验。
  今年，于里镇利用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 500 万元及社会资金 1100
万元，配套建设了粮食转存区、烘
干设备、粮食生产智慧管理平台
等，同时，不断完善水利等设施，

为提升规模化种粮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粮食生产托管企业，五征集团
下属的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付全说，在规模化托
管过程中，企业通过统一采购种
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既保
证了农资质量，又降低了生产成
本。“跟农户传统种植相比，托管
后农资成本可以节省 8% 左右，单
产提高10%。另外，通过万亩粮食
高产示范园建设，企业打造了农业
机械装备作业展示平台，有效提升
企业品牌影响力。”
  于里沟村村民张庆永说，原来
家里有8 块地，种起来比较麻烦。
要是流转给其他人种，一亩地一年
只有三四百元流转费。现在入股村
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一年一亩地
有 80 0 元的流转费，年底还有分
红。更重要的是可以腾出时间，安
心在周边工厂打工，每月有四五千
元的收入。

小田变大田，大型农机跑得欢
专项公益金发力，五莲于里镇连片打造万亩粮食高产示范园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李绪业 范为永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
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
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促进农民工及
脱贫人口就业创业，是保持就业大
局稳定的重要支撑，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关键举措。具体明确了五个方面政
策措施：支持稳定农民工就业岗
位；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务工；促
进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强化农民
工就业服务保障，指导企业不得以
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大龄农民
工，为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免
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实施防止返
贫就业攻坚行动，做好脱贫人口就
业失业监测，实施优先就业帮扶，
统筹用好现有各类乡村公益性岗
位，不得在现有规定外另行设置年
龄、残疾等不必要的限制条件，允
许从事非全日制岗位人员同时从事
其他灵活就业。
       （刘杰）

五部门：

不得“一刀切”

清退大龄农民工

   苹果目标价格保险让果农提前锁定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