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农业保险品种，提高农业保险水平，
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按照“提标、增品、扩面”总要求，我省大
力开展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扩大农业大灾保
险试点范围，推进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目前，我省已

成为全国首批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的省份。
农业大灾保险试点范围由原来的13个产粮大县，扩大至除
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外（除大连）的全部产粮大
县。新纳入试点范围的15个县，三大粮食作物保险保障水
平也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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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既增强了农民抗风险能
力，同时又给农民增添了一份保障。
那么，“农险”究竟是如何为广大农民
遮风挡雨的？现在，又有多少种“农
险”可供农民选择？

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提标、增品、扩面”总要求，
2019 年，我省大力开展玉米完全成本
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扩大农业大灾
保险试点范围，推进地方特色农产品
保险发展。

2018年8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
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
通知》，这其中，我省北票市、岫岩满族
自治县等4个县有幸被列为试点县。

完全成本保险即保险金额覆盖物
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
等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农业保险。收入

保险即保险金额体现农产品价格和产
量，覆盖农业生产产值的农业保险。
保障对象为全体农户，既包括规模经
营农户，也包括小农户。

另外，去年我省还有28个产粮大
县全部纳入三大粮食作物（水稻、玉
米、小麦）农业大灾保险试点范围。可
以说，农业大灾险的普及，为防范农业
灾害风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乃至提
高农民收入，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我省开展玉米完全成本保险
和收入保险试点的地区，其保障水平
由原来的每亩 280 元增加到 700 元。
作为试点地区之一的岫岩县，曾做
过完全投保的估算，2019 年可为农
户提供 6.3 亿元的风险保障，比原来
多提供保险保障 3.78亿元，风险保障
水平是原来的 2.5 倍，对于减少自然
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稳定农民收

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意义
重大。

而开展大灾保险的地区，普通农
户的水稻保障水平由每亩400元提高
到了590元，玉米保障水平由每亩280
元提高到了370元。

为了给我省农村的“一县一业”保
驾护航，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的种类
和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目前，我省
的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主要有食用菌
保险、中药材保险，牛、驴、羊特色养殖
保险等。

我省还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及时
将非洲猪瘟纳入养殖业保险责任范
围，将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障水平分
别由1000元/头、500元/头提高到1500
元/头、800 元/头，从而调动养殖户积
极性，稳定生猪生产，增强猪肉供应保
障能力。

遮风挡雨

1 月 12 日 ，星 期 日 ，农 历 腊 月
十八。锦州市 义 县 大 榆 树 堡 镇 岔
路 沟 村 村 民 左 成 福 兴 高 采 烈 地 在
家 里“ 扫 尘 ”，记 者 好 奇 地 问 ：“ 左
叔 ，‘ 扫 尘 ’一 般 不 都 从 腊 月 二 十
四 开 始 吗 ？ 你 家 这 么 早 就 开 始 打
扫了？”

“今年去锦州城里的儿子家过
年，腊月二十我就走了，所以得提
前准备准备啊！”左成福一边解释，
一边指着桌子上的大红包说：“虽
然去年家里玉米产量低，但因为买
了农业保险，收入没受啥影响，今
年春节我给孙辈的压岁钱，从 500
涨到 1000！”

农民心安了

沃野千里的辽宁，一直是我国重
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然而，农业
又经常面临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
动等诸多风险的困扰。为了增强我
省农业的抗风险能力，2019 年的省

《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把“增加农业
保险品种，提高农业保险水平，增
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列入政府民生
实事。

在义县大榆树堡镇岔路沟村，农
民以种植玉米或花生为主，由于气候
原因，村里的玉米产量普遍不高。“我
家的 10 亩地，平均亩产 500 斤左右。”
左成福说。“他家算收成不错的，有的
农户家亩产才三四百斤。”驻村“第一
书记”陈一晗补充说。

“ 亩 产 500 斤 是 赔 是 赚？”记 者
问。“市场上每吨玉米的收购价格
1000 元出头，我这一亩地连 1000 元
钱都赚不到，但种地成本将近 1000
元钱。”左成福说。

农业保险，是专门为农业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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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在我们岔路沟村，去年约有七
成农户给自家的玉米地上了农业保
险。从趋势上看，大家对‘农险’的认

可度正在逐年提高。”陈一晗介绍说。
左成福说，村里宣传“农险”时，

他是投保最踊跃的。“一开始，一亩地
的保险费只有 8 元钱，亩产只要不到
800斤，保险公司就给赔钱。后来，我
逢人就说，‘农险’是维护咱农民利益
的‘屏障’。”

在我省的广袤农村中，因为农业
保险这个“屏障”深入人心，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腰包鼓了

每到过年时，长辈给晚辈压岁
钱，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

眼看农历庚子鼠年即将来临，左
成福早早就准备好了给孙辈的大红
包。“我有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子和一
个外孙女，这回过年，我给他仨的压岁
钱全都翻番，从500元涨到1000元。”

谈到为什么多给压岁钱，左成
福笑着说：“别看我家玉米地亩产
不高，可有‘农险’做坚强后盾，我
一点儿后顾之忧都没有。”他给记者
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咱农民还有
农村社保，我每月能领 1000 多元钱
的退休金，你说能不给孙辈多点儿
压岁钱吗？”

记者说：“左叔，这么一算，你也
算是村里的富裕户了。”“我都奔 70
的人了，平时花不了几个钱，攒钱干
啥？这时候不多给孩子点儿，啥时候
给啊？”左成福说。

农业保险加农村社保的“双重
保护”，使得左成福的腰包渐鼓。与
此同时，家里过年的方式也在悄然
发生改变。

前些年，左成福的儿女们都回老
家过年。从去年开始，儿女们劝左成
福到锦州城里过年，全家人可以利用
难得的假期一起看看电影、泡泡温
泉、逛逛商场。

“既然孩子们都让我过去，我就
听他们的。城里过年也挺好，要不在
我家，屋里再怎么烧，炕还是有点儿
凉。”左成福说。

不过，左成福心里还是觉得农村

过年比城里更有意思。“城里玩的地
方可能多点儿，但农村年味儿更足。”
左成福指着仓房里的一对大红灯笼
说，“我儿子家过年挂的红灯笼比我
这个小多了。再说，城里人一般只是
在大门贴春联和福字，咱们农村家家
还贴门神、窗花和年画呢！”

的确，每逢春节，北方的村庄里
总是充溢着特别浓郁的年味儿。家
家户户都在灶台旁贴上“灶王爷”，自
家大门两侧也少不了两位“门神”。
左成福回忆说：“以前农村不太富裕
时，为了春节招待亲朋好友，每家每
户还要在屋檐下挂上几斤肉。”

年更喜庆了

左成福家里堆满了他要带到儿子
家的猪肉、牛肉、鱼、鸡等各类年货。

“孩子们不让带这些东西，可我
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啊！”左成
福说。原来，在春节之前，农村人还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习俗，那就是赶大
集、买年货。

过了腊八，农村便正式进入春节
筹备期，各式各样的新春大集纷至旮
来。尽管农村电商已非常发达，网购
年货十分流行，但就像除夕之夜必须
看春晚一样，逛大集仍是农民不可或
缺的一项年俗活动。

左成福便是众多赶集者中的一
员。他说：“刚过完元旦，我们镇里的
大集就开始热闹起来了。我骑着电
动车去赶大集，小到春联、年画，大到
鲜肉，该置办的年货，差不多全给孩
子们备齐了。”

虽然天气很冷，可再冷的天也阻
挡不住赶大集的脚步，左成福不禁感
叹：“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
一代人，从大集的变化，就能看出我
们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着家里的年货堆得像小山一
样高，新的问题来了，怎么带到锦州
去呢？“还是让儿子开车来接我吧！
要不，带这些东西坐大客去锦州太费
劲了！”左成福一边说，一边开始准备
给年货打包了。

左成福说农业保险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屏障。

提供了约260亿元的风险保障

308万资金支持 名投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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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作物中，三大
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达 3962万亩

投保率达 87%
全省农业保险

保费超过 22亿元

左
成
福

2020年1月21日 星期二
文/摄 本报记者 卢立业
视觉设计 许 科 T09

16.4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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