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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政策性农业保险是自愿购

买吗？

市财政局：坚持自主自愿。农民或者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与保险机构在自愿原

则下签订农业保险合同。同时兼顾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扶贫优先原则。
记者：哪些产业能纳入保险范围？

市财政局：财政补贴保险品种包括

小麦、玉米、水稻、棉花、马铃薯、油菜、能

繁母猪、奶牛、育肥猪、制种（玉米、小麦）、

森林、苹果、核桃、大枣、花椒、猕猴桃、设

施蔬菜、种公猪、仔猪、奶山羊、农房、苹果

价格指数、生猪价格指数、农机互助保险

（拖拉机、收割机）等 27 个险种。
记者：保险费和保障金额是多少？

市财政局：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

油菜、棉花每亩保额400元，保费15元/亩，

农户自交3元/亩；制种（小麦、玉米）保额

500元，保费25元，农户自交5元；能繁母

猪每头保额1100元，保费55元/头，农户自

交5.5元/头；奶牛每头保额8000元，保费

400元/头，农户自交40元/头；育肥猪每

头保额800元，保费40元/头，农户自交4

元/头；森林每亩保额550元，保费1元/亩，

公益林农户自交0.1元/亩，商品林农户自

交0.3元/亩；核桃、花椒每亩保额700元，

保费42元/亩，农户自交16.8元/亩；苹果、

猕猴桃每亩保额2000元，保费80元/亩，

农户自交32元/亩；大枣每亩保额800元，

保费40元/亩，农户自交16元/亩；设施

蔬菜每亩保额10000元，保费 400元/亩，

农户自交160元/亩；奶山羊每只保额800

元，保费40元/只，农户自交16元/只；种

公猪每头保额2000元，保费100元/头，农

户自交40元/头；农机互助保险：拖拉机

1000 元，最高保额 22 万元（含三责、车损

和驾驶员伤害），收割机 1600 元，最高保

54 万元（含三责、车损和驾驶员伤害）。
记者：投保、理赔的程序有哪些？

市财政局：为了方便农户，目前我

市大部分地区是以村为单位填写投保

花名册，按花名册统一收取保费，再由

村上交到镇政府，由镇政府统一交到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到花名册和保

费后，出具保单。出险后，农户拨打保

险公司理赔专线，保险公司查勘定损

后，将理赔款直接打入农户的“惠民一

卡通”。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

在产业脱贫！一直以来，农业因受自然条件制

约，不可控风险高，产业发展起伏波动大。如何打破农

民“靠天吃饭”的魔咒，让贫困人口在产业发展上信心

倍增？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同保险绳，“拴”在农业生产

的各风险环节；靠引入社会力量，对农民进行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程帮扶，让农民发展前行有了“拐

杖”和动力。

据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政策性农业保险是

由政府组织的扶持农业的公益性保险产品。近年

来，财政部门逐年增加财政投入，作为农业保险

“底金”，撬动保险公司力量，为区域特色产业、扶

贫产业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开发农业保

险产品，实现风险有效控制和成本合理弥补。随

着覆盖面的逐年扩大，农民脱贫增收的底气更

足，让“稳稳的幸福”成为可能。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7 年实施政策

性农业保险制度以来，参保农户由 2007

年的 8378 户增加到 2019 年的近 60

万户，增长了 70 多倍。保费累计 7.58

亿元，其中各级政府补贴 6.01 亿元，参

保农户累计自缴保费 1.57 亿元，仅占

总保费的 20%左右，保险公司已累计

赔付4.5 亿元。可以说，政策性农业保

险起到了抵御风险、补偿损失、稳定农

业生产的效果。

冬日，岐山县益

店镇永新村，农民忙

着灌溉小麦、搞病虫

害防治……村民冯玉

琴 说：“2019 年 2 月，

我们为小麦买了保险，

从 3 月开始，旱灾一连

几个月，小麦普遍减产减

收，好在保险赔付安慰了

大家。”据记者了解，农民

给每亩小麦交 3 元保费，

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政

每亩补贴 12 元保费，全村

2019 年为 4432 亩小麦投

保，旱灾后中国人寿财险公

司岐山支公司共为村民赔付

88640 元。很多农民因此长舒

一口气，“没想到，这么快就

得到补偿，真是好事。”

在风调雨顺、没有意外风险的年

份，说服农民买保险并非易事，“我们

的设施牢固，经得起灾害”、“买了保

险，又没遇到灾，不划算！”……对于

农民而言，接受政策性农业保险，有个

漫长的过程。但像永新村这种，买保险

后得到补偿的经历，对农民而言是一

种利好信号。这些年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实施，如阳光雨露滋润人心，启迪了

农民的认知。

政策性农业保险规模扩大的背

后，是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市级

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为确保农业保

险这一惠农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市财

政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采取“向上

争，财政补”等方式，多方筹措资金，我

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

愿、协同推进”的原则，逐步推行此

险。各级财政保费补贴由 2011

年的 1293 万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0023.8 万元。

农业保险险种从

小麦、玉米、奶牛、苹

果等传统品种，到

核桃、设施蔬菜、

农机互助、生猪

价格指数保险、

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等，共有 27 种，涵

盖了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养殖业重大

病害、意外事故等，极大地满足了农

户的保障需求，基本实现了农业区域

全覆盖。政策涉及面、覆盖面广，让参

保农民尝到了甜头，发展农业的信心

更足了！

“农民要致富，离不开核桃

树！我们合作社的这 487 亩地，

2019 年赔了 194800 元，参与种

植的农民，心里的石头可算放下

了！”日前，麟游县九成宫镇永安

村核桃种植合作社负责人侯龙权

告诉记者，农业保险的兜底作用，

坚定了农户种植核桃的信心。

说一千道一万，遇灾后及时

赔付到位才心安！政策性农业保

险的落实落细，需要各部门成体

系、成规模地把“保险绳”系到农

业多个薄弱环节上。据了解，各县

区建立农业保险联席会议制度，

财政、农业农村、林业、金融、气

象、保监会等部门作为联席会议

会员单位，从专业角度盘点风险

易发生领域，制定防范措施，调拨

杠杆资金，使保险公司定做投保

产品和保险条款接地气不走样。

理赔紧扣农业“痛点”。记者

了解到，这几年来，各承保机构充

分了解我市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需求，拟定的

保险条款、费率兼具适宜性和科学

性。比如针对北方风灾、雪灾、雨

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对设施蔬菜的棚

膜、棚体、棚内作物均设置受损赔偿方

案；小麦的赔偿涵盖冻灾、旱灾、病虫

害等各种灾害形式；坚持扶贫特色产

业优先，加大对“3+X”特色产业、贫困

县主导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县

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保险全覆盖。

服务三农“最后一公里”。农村

地广面多，为了让广大农户知晓政

策性农业保险，各县区通过召开培

训会、村镇公告栏宣传、发放宣传

册、印刷宣传标语等多种方式，深入

宣传农业保险相关政策，提高知晓

率；在办理业务时，各村以村党支部

为联系点，对接各保险公司，上门为农

户讲解险种的好处。当灾情发生后，农

户报损，保险公司人员会来到田间地

头，受理理赔事项，请农技中心、畜牧

中心等专家来帮忙测产定损，一般从

农户签字、递交身份证等索赔资料到

理赔，一个收割季后就可完成。

对接市场，风险防范有了“价格温

度”。农业风险除了自然灾害，还有市场

价格的波动，一旦某个农产品卖不上价，

农民亏空较多，就会影响下一年的生产

积极性，所

以建立价格防范型的保险很有

必要。我市推出了生猪价格指

数保险、蔬菜价格指数保险。这

些险种规定，如果农产品的价格

低于种养成本，保险公司就要给农

民赔付。例如有的保险公司借助大连

商品交易所的力量，用90%的保费购买

了猪饲料期货，有了这个杠杆作用，即便

生猪价格走低，农民仍然能拿到12%的

固定赔付额。目前，我市正在探索保险+

期货、收入保险等创新品种，推动农业保

险由“保成本”向“保收入”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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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吗？

普惠，提气！

理赔，暖心！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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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精准脱贫稳定增

收，关键在产业发展。政策性农

业保险不断释放效能，协同多方

资源为贫困户发展壮志。

财政投入撬动社会力量为

脱贫攻坚积蓄动能。财政是催化

剂、风向标，体现对产业脱贫的

“关心指数”。12年来，农业保

险不断延伸“三农”服务触角和

服务领域，着眼各县区特色产

业，设立自然灾害保险和目标

价格保险，调动全市 10家保

险公司共同为产业脱贫提供

“保险”，实现了农业保险对

“生产型贫困户、贫困户所有

种养产业、自然灾害和市场

价格波动双重风险”三个全

覆盖。近两年来，陇县财政

共投入资金600万元全力

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

发展，为陇县奶牛养殖、

奶山羊养殖、大棚香菇

种植、大棚西瓜种植提

供了全方位的风险保

障。2018 年 到 2019

年，两年共处理奶牛

风险事故55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530

万元，处理奶山羊风险事故1200余起，

挽回经济损失100万元，处理大棚自然

灾害事故2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60万

元。凤县的“助农保”保险产品，县财政

投入180万元，覆盖2029户贫困户。易

受霜冻的“凤椒”，农民在绝收的情况

下，每亩能获赔700元。这些特色险种

成为山区农民脱贫的有力支撑。

理赔专业及时，群众获得感强。好

政策只有在基层“开花结果”才是真的

好。为了让贫困户快速获得理赔，增强发

展信心，各家保险公司都派驻专人到所

服务的片区进行政策宣传、日常服务，让

群众了解保险的优点；一旦发生灾害时，

保险公司会在24小时内派专人到现场

查勘定损，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

10日内，会将保险金足额支付给被保险

人。太白县咀头镇凉峪村贫困户高军剑

说：“2019年夏天，我的5亩白菜因内

涝泡坏，理赔人员来查勘定损很及时，不

到一周时间，锦泰财险就给我赔了500

多元，我很感动！”记者在基层采访发

现，随着十多年来的宣传及“磨合”，保险

理赔的专业及时，让很多贫困户有了较

强的获得感、体验感，群众真心拥护农业

保险，主动续保热情高。

众志成城，为贫困户发展壮志。

近年来，宝鸡把对贫困户的帮扶嵌入

到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

营主体的发展中，全市已有 5521 户

农业经济组织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

形成了“贫困户背靠经营主体，经营主

体有保险公司支撑”的新架构。原本弱

小的单个贫困户，因为有了经济组织

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定向帮扶，以及保

险公司的保障支撑，形成了“稳农增

收”的良好态势。扶风县城关街道王家

台村的十多位贫困户告诉记者，他们

在汇丰鑫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上班，

2019 年受到非洲猪瘟影响，公司获赔

5 万多元，减少了损失，稳定了发展，

他们也得以安心上班。

贫困户抗风险的能力最弱，政策性

农业保险犹如一把撑开的大伞，对变幻

莫测的农业生产风险而言，是非常稳妥

的一道屏障，避免农户因灾返贫，起到

了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据统计，全市产

业扶贫对象有8.75万户，目前有35万

人受到农业保险的“呵护”。

未来我市将进一步创新补贴政策、

优化补贴结构，与农业绿色发展、乡村产

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财政

政策一同扶持农业生产，与扶贫政策一

起构建“多层次、多方式”产业发展和农

业生产经营者收入稳定保障新体系。  

未来，我市将进一步创新补贴政

策，优化补贴支出结构，将政策性保险

与扶贫政策、惠农政策紧密结合，在农

业生产发展与流通、农业资源保护利

用、农业科技人才支撑、农业防灾救灾

等方面，织密农业保障网，构建保障新

体系，一同大力扶持乡村产业发展，加

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构建农业生

产经营者收入稳定保障新体系。

渭水悠悠，沃野千里。宝鸡这片

土地上从来就不缺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精神。如今，在各种资源和力量的

支撑下，宝鸡农村农业的发展将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扶贫，壮志！

赔付及时农民获得感强

渭滨区农业技术人员指导村民

给花椒树涂白，减少树木病虫害。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摄

金台区硖石镇村民靠种

植丹参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农民送锦旗，点赞农业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