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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务求“先成”。近年来，浙江政策性

农业保险工作在起步早、基础牢的优势下，借

着数字化浪潮的东风，大力推动农业保险数字

化改革。

2022年4月1日，浙江农业保险体系数字

化改革应用平台——“浙农险服务直通车”正

式投运“发车”，有力破解了小农户参保理赔

难、保险领域与涉农主体数据共享难、政府风

控监管难三大难题，切实提升了服务效率和农

户满意度。

“‘浙农险服务直通车’是我省在全国首创

建设的农业保险数字直通车。有了这个应用

后，农民在手机上就能进行投保和理赔申报，

便利度大大提升。”省农业农村厅计财处负责

人介绍，目前，省级及以上全部23个险种实现

掌上参保理赔，农户参保从过去最少跑4次、

流程超30天，变为一次都不用跑；理赔时间从

30多天缩短到10天以内，小额赔款当天即可

完成。

当前，“科技范”正为浙江政策性农业保险

工作不断注入新活力。我省将卫星遥感、无人

机等新技术逐步运用到农业保险业务中，有力

破解了传统作业方式下面积厘定难、精准查勘

难、定损理赔难等问题。在杭州市临平区，对

于面积较大、种植分散的水稻田承保，人保财

险的工作人员往往会使用无人机协助完成现

场测绘，在减少传统验标成本的同时，有力提

高水稻验标的时效性和准确度，帮助后续更好

地开展保险服务。

近年来，浙江还建立健全重大灾害保险应

急工作预案和快速理赔响应体系，研究制定

《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对方案》，形成从

灾前预警、防灾防损到灾害理赔、总结评估全

流程闭环机制，确保灾害发生时迅速响应、查

勘、理赔。在今年的极端强降雨气象灾害中，

台州市黄岩区头陀镇农户解云国投保的 240

亩水稻因暴雨造成大面积倒伏，在“惠农直通

车”申请理赔后，太保产险黄岩支公司通过无

人机航拍快速查勘，预估受损200亩、金额7.2

万元，为快速理赔提供支撑。

今年9月，中央农办调研组来浙调研时，

对浙江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给予高度肯定，认

为浙江在持续推动农业保险数字化改革、高质

量保粮保猪、统筹协调常态化机制有效运行、

险种创新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借鉴、学

习和推广。

高质量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政策性农业保

险大有可为。当前，我省正全力书写政策性农

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这篇文章，不断加强

农业保险体系建设，优化农业保险服务，推动

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升维迭代：推进“一张网”覆盖

探路破题：坚持“一盘棋”谋划

众所周知，农业保险是我国保险业中的“老大

难”，由于高风险、高赔付等原因，曾一度形成了农

民、保险公司“两不愿保”的尴尬局面。

推进农业保险工作，该如何“落子”？勇立潮头

的浙江率先行动、率先破题。2006年，我省在全国率

先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

共保体。

既要“立志”担当，更要“立制”推进。近年来，浙江

始终坚持“一盘棋”谋划，通过“政策引领+组织创新”，

不断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我

省专门成立了省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由分管副省

长任组长，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浙江监管局等11个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指

导、协调和推动落实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

兴各项举措。此外，我省还出台了《浙江省政策性农业

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工作规则》《浙江省农业保险财政补

贴管理办法》《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多个文件，进一步指导规范农业保险工作，稳步

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提质增效。

从小范围试点，到扩大示范，再到全面推进，浙

江已建立起县级为主、部门参与、各负其责的政策性

农业保险协调体系。

2022年，浙江按照“引入适度竞争机制、大稳定

小调整、区域风险均衡”的原则，创新划分三大承保

区域，推进省共保体适应性调整，人保财险浙江省分

公司等5家保险机构成立新一届省共保体。目前，省

共保体共设立299个农村营销服务部，依托基层组织

设立农业保险服务站（点）1.4万余个，聘请各类兼职

协保人员1.95万人，为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提供

了强大保障。

丽水山地农业比重大，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抵御自然灾害、动植物疫病、外来有害生物侵害的能

力不强。“近年来，丽水市强化统筹谋划，全市农业保

险持续‘扩面、增品、提标’，为推进农业高质量绿色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丽水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

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 10583 万元，同比增长

34.1%；兑付农业保险赔款 8867 万元，惠及农户 2.37

万户次，简单赔付率83.8%。

在浙江，丽水加快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质

效只是一个缩影。如今，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

现代农业的“稳定器”功能日益显现。2022年，全省

农业保险深度 1.04%、密度 914.8 万元/人，水稻保险

覆盖率达到79.6％，生猪养殖保险覆盖率超90%。

“感谢政府的支持政策和保险公司的周到服务，

为我们搞好生产撑起了‘保护伞’！”说起政策性农业

保险带来的好处，浙江之豇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水稻

部总经理助理王伟赞不绝口。

“水稻制种受天气影响明显。”王伟告诉记者，

2022年，受台风、持续性高温等天气影响，公司在平

湖市的1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遭受严重损失。因事

先参加了保险，经当地保险公司现场鉴定，获得了一

定理赔。“像绝收的地块每亩赔了2200元，一般损失

的地块赔了1000元，帮我们减轻了损失。”王伟说。

受益的“之豇种业”不是个例。近年来，我省始

终坚持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农”“姓农”的定位，持续

深化“一站式”服务，切实发挥其在保障粮食、生猪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上的功能作用。今年前三季度，全

省各级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14.36亿元，占保费比

例 84.18%，其中水稻、生猪等的保费补贴为 9.19 亿

元，占补贴总额的64%。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2年，浙江在原有中

央水稻种植保险的基础上，在全省域推进水稻完全成

本保额补充保险，保障程度从每亩最高1000元提高到

每亩最高1400元，基本覆盖物化成本、人工成本和土

地成本等水稻种植总成本，有力提振了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承保水稻完全成本保额补

充保险699万亩，与水稻种植保险匹配率达到96%。

我省还紧紧围绕需求导向，加快险种创新，切实

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最大作用，以满足市场多样

化需求。我省创新试点生猪、叶菜、芦笋、葡萄等17

款价格指数类保险和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茶

叶低温气象指数等12款气象指数保险，为农户持续

增收提供风险保障。2022年，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

险种（不含宁波市）达129个。

我省还积极探索推出“保险+期货”“农险+信贷”

等多样化产品，有力拓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多种

功能。2022年，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在衢州市5个

县（市、区）试点生猪“保险+期货”项目，为123户养殖

户的22.2万头生猪提供了3.68亿元的风险保障，总赔

付额达1421万元。

深化提升：强化“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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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好保护伞 护航现代化
我省加快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军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地貌复杂多样，农业生产致灾因素较

多。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不断健全工作体系和政策体系，有力有序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

工作，基本建立起了乡村产业有保障、财政补贴有绩效、保险机

构可持续、农民群众得实惠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多赢格局。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农业保险”。如今，这句朗朗上口的

话已成为浙江农民朋友的真切心声。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政策

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17.06亿元，同比增长16%；为农户提

供风险保障488.06亿元，同比增长4%；支付赔款11.13亿

元，收益农户17.22万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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