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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7 日讯(记者

王琳)7 日，记者从潍坊市

老龄委了解到，2010 年起至

今，全市范围内投保“银龄安

康”工程的老人已达 39 . 8 万

人。相比去年 26 . 6 万的投保

人数，增长幅度近 50%。

据了解，为了提高老年

人的抗风险能力，2009 年 2

月 18 日潍坊市启动实施了

以“老年人意外伤害组合保

险”为内容的“银龄安康工

程”。据统计，截至目前，2010

年全市投保的老人已经达到

39 . 8 万人，占可投保老人的

32%，保费在 400 万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这些投保

的老人主要集中在县市区的

农村家庭，其中青州、诸城、

寿光的老人居多。“青州、诸

城两市老人投保率达 40% 以
上。”潍坊市老龄委付科长

说，农村老人社会福利相对

较低，有医疗保险的较少，这

份“银龄安康”保险能有效地

补偿老年人以及其家庭的风

险损失。

付科长介绍说，很多老

人就是看到别人收益后积极

投保的。他举了个例子，安康

工程实施不久，坊子区凤凰

街办一位投保人商先生在建

筑工地干活时，不慎从五楼

摔下身亡。商先生先前购买

了两份意外伤害保险，其家

属最终获得了 12000 元理赔

款，附近的村民看到确实可
以受益，纷纷也参加了投保。

“2009 年一年时间里，全

市投保的老人就近 26 .6 万人，

保费在 280 多万元，保险公司

承保金额 22 . 4 亿元。”潍坊市

老龄委付科长告诉记者，截至

今年 4 月份，已理赔 379 例，赔

付金额高达 78万元。

“银龄安康工程”以年龄

在 50(含)至 80(含)周岁的、身

体健康的城市和农村老年人

为参保对象。每份保险每人

收费 10 元，保险期间为 1 年。

保额在今年上半年稍作调

整。具体为意外伤害死亡及

残疾 7000 元，意外伤害医疗

1000 元，共 8000 元。每位老年

人每人每年最多可投保 5

份。老年人在乘坐公交车或

其他交通工具发生的意外人

身伤害，户内外公共场所发

生的意外人身伤害时，均可
按照有关条款申请理赔。

“银龄安康”覆盖近40万老人
“补丁”险颇受农村老人热捧，青州、诸城两市老人投保率达 40% 以上

本报 12 月 7 日讯(记者 于潇潇)7 日，记者

了解到，潍坊近日发布规划，计划在 5 年内，将
蔬菜、渔业、畜牧、果业、苗木花卉五大产业产
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到

85% 以上。

蔬菜、渔业、畜牧、果业、苗木花卉等产业
是潍坊传统的特色优势产业,也是潍坊市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
来源。潍坊计划到 2015 年,五大产业产值占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 85% 以上。

据了解，潍坊计划到 2015 年,全市蔬菜播种

面积稳定在 320 万亩以上,蔬菜总产量达到 1250

万吨,总产值达到 180 亿元;全市水产品总产量

达到 75 万吨,渔业增加值达 25 . 46 亿元;全市水

果面积发展到 80 万亩,总产量达到 120 万吨;全

市肉蛋奶总产量年均增长 6%,畜牧养殖业产值

年均增长 8%;苗木花卉种植面积达到 25 万亩,

总产值超过 40 亿元。

潍坊已确定在青州建立全国第一家花卉

保税区,建设花卉电子交易与拍卖中心,进一步
巩固青州作为中国盆花生产中心、中国盆栽集

散中心和中国花木物流中心的核心地位。

蔬菜、渔业、畜牧、果业、苗木

5年内五大产业唱重头戏

7 日，在潍坊市潍州

路小学，学生在老师的引

导下迅速撤离教学楼。为

了应对突发事件，学校组

织学生进行疏散演练，全

校 1100 多名学生在两分

钟的时间里全部撤离教学
楼，到达指定安全区域。学
校老师介绍，这种疏散演
练每个月都要进行，为的

就是在紧急情况突发时，

学生能安全撤离。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李涛 摄影报道

疏散演练

每月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