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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农业保险是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
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事故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健全农业保
险服务体系是日前发布的保险业“新国十条”
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的农业保险存在险种匮
乏、供需不均、农民参保意识差等问题，如何
使各项政策与农民需求相结合，开发出真正保
障农民利益的保险，并加强切实可行的宣传，
是农业保险当下的重要课题。

政策性险种认可度高

“我们家的小麦一直入着保险，今年涨钱
了，每亩交3元，以前都是每亩2元。”诸城市
昌河镇徐家河岔社区居民孙昌耀说，“去年快
收麦子的时候下大雨，很多麦子被吹倒了，倒
伏的麦子不仅减产，收割起来每亩也多花四五
十元，保险公司每亩给赔了200多元，挽回了不
少损失，再加上减产财政补贴的200元，就没有
太大损失了，那2元钱的保费交得值。”

据诸城市农业局工作人员冯木彩介绍，政
策性农业保险自2008年开始推行以来，一直比

较受农民认可。“主要是财政配套，补贴很
高，以前小麦、玉米每亩保费10元，农户只需
缴纳2元，2015年度开始涨到15元，财政补贴
80%，农户只需要交3元钱，基本没有负担。”
冯木彩说。

诸城市2013年受降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影
响，部分小麦、玉米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经
现场勘查、定损等程序，确定小麦受损面积2 . 8
万亩，玉米0 . 8万亩，共支付理赔资金422万元，
体现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2014
年，该市共有74 . 9万亩小麦上了保险，占小麦全
部种植面积的75%左右。

好险种难推行

自2013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农业保险条
例》，首次确立了农村保险的法律地位和保险
工作的政策规范。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专门
法规出台时间晚，而且没有配套的规章，农业
保险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王世亮是诸城市辛兴镇任家朱庙村人。大
学毕业后，在外闯荡了几年的他最终回到老
家，从2006年开始，租了20亩地种植特色蔬菜，
创办了青鸟农庄。

2012年，诸城市试点蔬菜大棚保险，每亩
保费100元，王世亮给自己所有的大棚都投了
保。那年，他的红瓤火龙果冻死，损失3万余
元。由于入了保险，他获赔4000元。

“4000元不算多，但也能解燃眉之急。去
年我想继续投保，可是这种保险却取消了。”
王世亮说。

“当时试着推行蔬菜大棚保险，初衷是想
帮助农户提高抵御灾害能力，预期能达到应保

亩数的80%以上。可是推行起来相当困难，最后
全市只有200亩左右大棚投保。”冯木彩告诉记
者。

“投保面积太小，就存在投入太大、回报
率太低的问题。投保面积小且分散，需要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考察和理赔，并且保险是用
大多数人的钱来赔偿小部分人，如果投保的本
来就少，哪有那么多钱去赔偿呢？大棚蔬菜不
是政策性保险，没有财政补贴，价格高，农民
不愿意买，保险公司不愿意做。”潍坊平安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程淑珍告诉记者，这也是诸城
试行蔬菜大棚保险没能持续的主要原因。

“农业保险不同于其它，理赔更是个难
题。一般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较大，勘查困
难。”冯木彩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国农业保险尚处
在起步发展阶段，虽然农业保险覆盖面广，但
保障水平低，保险产品层次单一，保险补贴覆
盖面不够。保险公司此类业务少，经验不足，
服务能力相对较弱，产品创新不足，经营成本
较高，风险管控难度大。

“农业保险面太广，太复杂，沿海地区受
台风灾害远大于内陆，而内陆地区受干旱灾害
可能性更高，地形不同，灌溉条件等都存在差
异。我认为全省实行统一的农业保险政策针对
性相对弱一些。”王世亮说。

供需矛盾突出

近年来，在“姜你军”，“蒜你狠”等现
象频繁出现的同时，这类作物价格也是忽高忽
低，农民为此叫苦不迭。青州市黄楼街道大陈
村的陈旺反映：“种姜就跟赌博一样，种植过

程中各种洪涝、旱灾不说，到了收获的时候，价格
又不一定是什么行情，太没有保障了，合适的保
险没有，一般只保病虫害、洪涝等，没有其他的关
于价格大落的保险，农民日子不好过。”

“目前并没有针对经济作物的相关政策性
保险，首先是因为这些作物种植面积小，商业
保险也很少，这些作物的价格波动是受市场控
制的，相关险种不好设置。”安丘市农业局工
作人员赵凯说。

“有保险是很好，可是保费太高，自己负
担很困难，一年到头一共才赚多少钱。并且真
正到了理赔的时候还很麻烦，不知道到底能不
能赔偿、能赔多少。”青州市黄楼街道西坡村
村民王广研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农户对低负担、高保障
的农业保险产品需求强烈，对每亩农作物愿意
支付的保费一般在20元以内。

而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合作
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风险保障需求旺盛。
“只要有相关保险，我一定会购买，这方面对
我农庄的发展太重要了。希望财政进一步加大
补贴力度，提高保额，我们愿意缴纳需要多缴
的保费。”王世亮说。

从2012年年底开始，寿光市试点实施政策
性蔬菜大棚保险，为全市大棚蔬菜生产加了一
层保护伞。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今年的政策
性蔬菜大棚保险政策有了相应调整，最主要的
是保费和保险金额的变化。往年的保费标准为
每亩100元，其中省市县财政每亩补贴50元，农
户每亩自交50元，保险金额为最高每亩6000元。
今年的保费提高至每亩400元，其中政府财政补
贴200元/亩，菜农自交200元/亩，保险金额也相
应提高至每亩20000元。

险种匮乏、供需不均、农民参保意识差———

农业保险亟需配套规章“保驾”

□ 本报记者 李 慧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刘家麟

前不久，家住潍坊金都庄园小区的于丽的
新房终于交房了。拿到钥匙后，一家人开始欢
欢喜喜地准备装修。在挑选某品牌太阳能热水
器时，商店负责人赵经理向其热情推荐了一款
置于楼顶的传统太阳能热水器。但因家住22
层，无法使用该款热水器，于丽拒绝了此建
议。赵经理又推荐了一款悬挂于阳台的壁挂式
太阳能热水器。于丽一家表示还需再考虑一
下。“以前就用太阳能热水器，但家里人比较

多，用水量大，并不方便，而且冬天基本就得
用电辅助加热。看看这次是不是选择电热水
器。”于丽说。

“近两年，选购太阳能热水器的市民越来
越少了。以前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好几台，现
在一星期也卖不出几台。”赵经理告诉记者。
关于太阳能热水器销量下滑的原因，赵经理解
释，由于新建的房子多为高层，置于楼顶的传
统太阳能热水器无法使用，只能大力往乡镇市
场发展。而壁挂式热水器虽然以悬挂于阳台的
方式解决了高层楼顶面积不足的问题，但水量
不足、易存水垢等原因仍备受消费者诟病。

家住祥泰世家小区的张先生表示，自己备
受统一配备的壁挂式太阳能热水器折磨：“7月
份搬进新家，热水器才用了4个月就坏了，维修
师傅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水垢积了足足有4厘
米厚。”这次维修花了张先生100元，他很担心
不久后这热水器还会因相同的原因而损坏。

记者又采访了奎文区一家太阳能热水器行
业知名品牌——— 桑乐太阳能热水器的工作人

员。据介绍，他们进驻潍坊有十几年了，刚开
始业绩一直不错，但近几年明显感觉太阳能热
水器销量下滑。

除太阳能热水器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外，
趋向饱和的市场也是其滞销的重要原因。据了
解，2005年至2010年是太阳能行业的发展高峰
期。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
划》，在2010年，太阳能热水器累计安装量达
到1 . 5亿平方米。而2011年发布的《可再生能源
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则提到，到2015年，
太阳能热利用累计集热面积达到4亿平方米。政
策推动之下，太阳能热水器曾呈普遍推广之势
展开。

赵经理告诉记者，2008年、2009年、2010年
这几年时间，消费者对太阳能热水器的热情非
常高，纷纷购买，“那两年真叫一个高兴，安
装太阳能的人特别多，安装工人每天从早忙到
晚，有时候顾客购买太阳能后要一个星期以后
才能安装，利润能达到30%。”

而市场趋向饱和的同时，由于太阳能热水

器设备使用寿命又较长，最高可达15年，因
此，目前更换新太阳能热水器的消费者也很
少。

于丽认为，现在市民挑选热水器时普遍比
较理性了，会根据自家水质、用水量等情况选
择合适的热水器。“大约2010年以后，该行业
就呈现出市场饱和、高位下调的苗头，发展到
如今，滞销情况已很明显。”赵经理说。

在滞销压力下，近两年的太阳能热水器市
场价格竞争非常激烈。桑乐、太阳雨、四季沐
歌、豪特等国内知名太阳能热水器品牌纷纷采
取降价、以旧换新等策略，以求保住其市场地
位，主流价位从4000元左右降至3000元左右，且
各品牌均有低至千元左右的家用太阳能热水
器。

如此形势下，各经销商纷纷表示担忧太阳
能热水器的发展前景。“想转行，但是库存太
多了，就这些货，估计还需要2至3年才能卖出
去，先把库存处理完再说。”赵经理无奈地对
记者说。

存货多、市场饱和、消费者认可度降低———

太阳能热水器市场背后有隐忧

□ 殷明 张鹏 王喜进

马来西亚农业部秘书长近日率团到地处高密
的山东保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洽谈业务，这
批客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推动该公司工厂化生产
食用菌项目在马来西亚落地。该项目将填补马来
西亚行业空白。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是模拟生态环境、智能化
控制、自动化机械作业于一体的生产方式，采用
封闭式、设施化、机械化、标准化手段，进行周
年栽培。山东保益公司能够进行工厂化生产的关
键在于使用现代农业中央空调，通过它来调节温
度、湿度等，使食用菌全年生产。

山东沃得格伦公司是一家中央空调生产企
业，公司成立后针对医院、药厂、航空、电子车间等
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环境，设计并生产净化类中
央空调。近年来，随着中央空调市场竞争的日益激
烈，2008年，该公司在保持原有传统主营业务基础
上，开始转入现代农业专用空调的生产中来，并于
2010年获得人工微环境生态制造专利。

“工厂化生产食用菌、蔬菜储藏等需要恒温
恒湿或者冷冻，现代养殖业需要良好的空气环
境，这些都扩展了农业专用空调的市场。”沃得
格伦公司副总经理林涛介绍说，现代农业专用空
调可以实现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阳光的
四者合一，进行自动调节。

根据目前试验来看，人工制造的环境适宜作
物生长，质量和产量都很高。据了解，保益公司的
食用菌是沃得格伦现代农业专用空调的首次试
水，公司200多间菇房全年都可生产，避免只在春
秋温度适宜时才能生产的限制，每天产量达20吨。

“现在高密已推广3家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企
业，都是采用现代农业专用空调，所需的土地面
积仅为传统模式的1%，劳动力用量只有传统模
式的2%，产值却是传统种植方式的20倍。”林涛
说，目前农业空调一年可生产1000多台，下一步
公司将在大棚蔬菜、畜牧养殖、冷藏物流等领域
进一步拓展。同时，通过在净化空调、现代农业
专用空调、水源地源热泵中央空调、中央空调4S
店四个新项目的投入开发，公司年销售收入将以
50%以上的速度递增。

菇房吹起空调风

□殷 明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万茶挑一，茶人合悦”

茶圣居2014两岸茶王全国巡回赛于12月7日
在青岛隆重举办，数百名山东爱茶人士的倾
情参与把茶会和斗茶赛推向高潮，强大的茶
王阵容让整个山东半岛震撼惊讶。

每个茶人都在品鉴寻找心中的茶王。茶
圣居董事长叶泓廷先生表示：“只要是世界
一流的企业，一定会把产品的品质作为企业
的第一生命。茶圣居要与国际接轨，茶叶质
量自然也要用国际标准严格要求，客户的好
评与赞赏才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目标。此场盛
会感谢所有支持茶圣居的山东朋友们，下一
站将于本月14日在西安进行，请大家共同拭
目以待。”

两岸茶王

全国巡回赛举办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盛 梅 报道
本报昌乐讯 为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生

活条件，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昌乐县今年推
进农村教师镇街安居工程。

据了解，昌乐县盘活现有校舍资源，利用
学校布局调整、撤并整合等闲置的学校办公
用房，采用改建、修缮、完善内部配套设施等
形式，建设教师居住周转房或集体宿舍。

此外，该县通过“政府调控、定向开
发、市场化运作，让利教师”的办法，由镇
街政府根据整体建设规划，在镇区择址建设
教师住宅小区。其中，昌乐县红河镇规划建
设的教师住宅小区“文苑小区”，一期工程
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共安排教师58户，二期
工程正在筹建中。

昌乐推进农村教师

镇街安居工程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近

日，潍坊市图书馆“潍图公开课”农民工E
路顺风计算机应用培训班正式开班，共有来
自物业保安、建筑工地、酒店服务、水产批
发、加工制造等行业的30名从业人员报名参
加本期培训。

本期培训内容贴近学员的实际需求，时
间为每周三、四、五下午。力争通过一个月的
时间，使学员基本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与应
用，能够独立完成网络购票流程等网络应用，
助农民工朋友春节回家之旅一路顺风。

“潍图公开课”开班

30名农民工参加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徐 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潍坊市滨海区近日在区内开展以
校车、渣土车、交通、消防、危化品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为重点的“五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行动中，滨海区每
月进行一次地毯式检查，夯实基础数据、严
格执法监管、开展企业隐患排查，全面抓好
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通过深入排查整改隐
患、加强九小场所管理力度、积极开展业务
知识培训等措施，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通过调查摸底、路面管控、
宣传教育等方法，全力推进校车交通安全排
查整治等工作。

同时，针对加快沿海开发建设实际，滨
海区将“五项整治”工作进行拓展延伸，把
沿海秩序整治管理列入重要内容，加大海上
巡逻管控力度，有效防止海上安全事故和意
外事件的发生。

滨海开展

“五项整治”行动

□殷明 孟繁青 报道
本报青州讯 水利部水利风景区建设与

管理领导小组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第14批国家水利风景区。青
州弥河水利风景区被正式命名为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

青州弥河水利风景区依托弥河水利工程
而建，属于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景区河
道长18公里，总面积15 . 03平方公里，其中
水域面积9 . 8平方公里。弥河作为青州境内
水量最充沛、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重要河
流，自然资源丰富。自2010年10月起，一场
围绕治污、理水，旨在恢复生态、打造水利
风景区的弥河生态建设工程拉开帷幕。经过
3年多的整治，弥河成为人们休闲观光、文
化体验的好去处。以弥河原生态为基底，规
划建设了荷花淀、白鹭洲、欢乐海、银河
滩、黄楼湾、知渔岛、逍遥津七个景区。

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
玩。2013年，青州弥河水利风景区共接待青
州市民53万人次、外地游客2万多人次，接
待各级参观考察团240余次。2013年12月，青
州弥河水利风景区入围第十批山东省水利风
景区。

青州弥河水利风景区

被定为国家级

□李培政 报道
12月2日，潍坊市峡山区昌峡路跨铁路立交桥扩建工程开始最后对接，多台大型起重机密切配合起吊桥梁，工人们分工明确正正在紧张作

业。
昌峡路跨铁路立交桥扩建工程是峡山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该工程自4月2日开工建设至今，已完成挖孔桩12棵、系梁2架、立柱6根、盖

梁(含台帽)4架、预应力空心板33片、桥面铺装3孔、防撞墙2孔，累计完成工程量700余万元。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峡山区交通布局,有
效提升该区北上和北部南下的交通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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