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户大多不知情，保险地市有局限

农业保险不叫好难叫座
本报记者 曹剑 李芳芳

19 日下午，记者采访了泰城多家
保险公司了解到，面对非常容易遭受
损失的农产品，给这些农产品买保险
却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记者了解到，目前泰安只有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公司有农险类别，并且所包含的县
市区比较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

只面向肥城和新泰两个地方做业务，
而中华联合保险也只是面向东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农业险
只是面对种植业中的小麦、玉米等农作
物，西瓜、樱桃、草莓等则不在投保范围
之内。众多保险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果开设农业险，需要向上级部门申
请，并得到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同

意。而小麦、玉米等农作物都是政府政
策性扶持的，种植户只需要缴纳20% 的
费用，其余80% 由政府财政补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险行业人
士表示，农业保险大部分保费都是政
府承担，保费到位可能不是很及时，赔
付率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保险公司对
于这一业务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19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公司农险部的戴兵经理，他介
绍，目前农业险少的原因主要是宣传和
普及不太到位。“现在主要由业务员上
门服务，百姓对农业险了解不是很多。
另外，目前百姓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
农作物受灾可能性不是很大。”戴兵说。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办公室
主任景新介绍，泰安目前农作物受灾
现象较为严重，经常出现涝、旱以及

大风天气，百姓种植农作物的保证较
少。因为宣传力度不够，没有让投保
意识普及到广大百姓中间，所以农民
投保较少。

对于农业保险理赔的过程，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农险部的戴兵经
理表示，如果是小范围损失，投保者
可以拨公司电话报警，我们会安排理
赔人员到现场查看，确定保额，在 5
到 10 个工作日将赔偿金打到惠农卡

上。如果损失严重，我们会联合农业
局专家组对灾情进行认定，再进行理
赔。

对于如何推动农业险，或者老百
姓如何避险，泰安市保险行业协会工
作人员表示，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农
民联合搞各种形式的合作社，集体投
保。政府同时应该加强支持力度，让
老百姓真正看到投保的好处，这样才
能调动积极性，分担风险。

农户鲜有购买农业保险的

保费到位不及时，保险公司不“感冒”

参与合作社集体投保是出路

被风吹落的樱桃，捡起来也不能再食用了。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5 月 19 日上午，记者来到地处泰
城西北角的樱桃园。在通往樱桃园的
路两侧满是卖樱桃的小商贩，樱桃都
被放进小竹框里，一些樱桃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裂口。记者询问后得知，樱
桃出现裂口是因为前几天遭遇了雷
雨天气。

当记者问起有没有为樱桃购买
保险时，众人很疑惑地看着记者。在
樱桃园种植樱桃的鲁斌文正坐在自
家樱桃园边卖樱桃，他告诉记者，这

片樱桃园已经有 160 多年了，从他开
始接管樱桃园，最怕的就是坏天气，
尤其是樱桃成熟的季节，要是有场冰
雹就全都毁了。

鲁斌文告诉记者，他也听说过类
似于农业险的保险类别，但由于不知
道该怎么办理，更主要的是怕麻烦。

“我每年能产 3000 多斤樱桃，估计赚
的钱还不够买保险的。再者，保险每
年都需要交钱，真遇到险情还不知道
能赔付多少。”鲁斌文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泰安市瓜果批
发市场的批发商郭连仓，他也遇到过
瓜果腐烂的现象，曾经想过给自己的
水果购买保险，但是问了几家保险公
司都被拒绝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保险公司也没有给解释。”郭连仓说。

肥城市王庄有机蔬菜种植户杨
延林介绍，过去几年，在他种植玉米、
小麦时，镇上曾经集体买过农业险，
每年交很少的钱，得到的补偿也很
少，后来就逐渐不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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