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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我
省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对部
分区域的农作物和农业设施造
成灾害损失。人保财险晋城市
分公司及时赴陵川县潞城镇实
地查勘小麦、连翘受冻情况。
在现场人员不便接近的地方，
工作人员用无人机验标、查勘，
大大提升了农险服务效率，并
通 过 无 人 机 喷 洒 捐 赠 的 防 冻
剂，帮助种植农户把冻害损失
降至最低限度。

在为农服务中，类似的例
子还有很多。在农业保险“扩
面、提标、增品”的过程中，科技
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用科
技赋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已
成行业共识，各家保险公司都
在积极行动。

打个电话、点点手机，足不
出户就能完成农业保险投保、理
赔等多个业务。人保财险的农
业保险 App“耘智保”2022 年 6
月上线，截至今年 6月 30日，农
户使用耘智保自主报案 13042
件，已完成移动查勘案件 15062
件，农险案件处理使用率始终保
持在 99%以上，大大提升了理赔
精准度与效率。国寿财险，依托
农机局对农机用户开展“车险+

N”服务，提供各种救援及上门
服务。太保财险采用 e 农险以
及无人机配合天气预警进行灾
害监测，外聘卫星遥感科技公
司，全流程对承保的苹果、核桃、
梨等进行生长、受灾监控及灾
害预警。中煤财险协同林业农
业专家，在春播前捐赠无人机、
农药喷雾器、声呐光波驱赶器
等防灾减灾物资，降低春播作
物风险损害。阳光财险为农户
提 供 阳 光 天 眼 预 警 精 灵 小 程
序，依托阳光天眼风险地图平
台，对接 14 类气象预警数据和
台风实时路径数据，用科技手段
开展风险减量服务，为农户提供
灾害预警等增值服务。

移 动 互 联 、3S（遥 感 技 术
RS、地理信息系统 GIS、全球定
位 系 统 GPS 的 统 称）、人 工 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信息技术开始不断应用到农险
业务流程和场景中，数字化浪
潮之下，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
正积极转型，运用新技术、新手
段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真正
让农业保险发挥农业风险“保
护伞”的作用，促进农业保险业
高质量发展。 （安晓奕）

据《山西日报》

规模扩大
保障功能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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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全国粮食等主要农作物及农产品的保险覆盖面超过了80%，重大灾害的保

险补偿占比持续提升。今年，国家层面多次提出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农业保险不断“扩面、提标、增品”，我省保险业通过产品创新、科技赋能等手段，强化保险保障，持续提升农业保险的护航

能力。2023年 1月至7月，全省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1.94亿元，同比增长18.11%，提供风险保障842.41亿元，赔付支出6.77亿
元，赔付支出同比增长48.36%。农业保险这个粮食和农业生产“稳定器”、广大农户的“定心丸”的作用日益突出。

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这其中，农
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快速发
展、保障农民收益等方面，发挥着“防火墙”和“安
全网”的关键作用。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各部门
通力合作，紧紧围绕全省“三农”发展战略，认真贯彻
落实《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全力推进我省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了
解到，我省农险市场规模实现翻番。2022 年，我
省农险保费收入较 2019 年增长 109.40%，近三年
保费收入平均增速达到 28.33%。农业保险深度
持续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农业保险不仅覆盖率显
著提升，农业保险产品也在不断创新突破。据了
解，我省现有农险产品 563个，其中 156个为新型
产品，包括收入保险、完全成本、目标价格、产量保
险、气象指数保险等，覆盖 50 余种农产品。全国
首创的省级政策性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产量
保险、收入保险和未转移就业收入损失保险，比传
统种植险每亩保额平均提高 1.76倍，其中提高最
大的由每亩 360元增至 1550元。

正是由于保险规模的不断扩大，我省农业保
险的保障功能持续得到彰显。2022年，全省农险
提 供 风 险 保 障 1024.15 亿 元 ，较 2019 年 增 长
30.84%，参保农户 387.22万户次。其中，2022年赔
款支出 14.25亿元，近三年累计赔款支出 46.47亿
元，年均综合赔付率 88.34%。

我省持续紧抓农业产业特
色发展，以特色险种“小切口”
做好农险服务“大文章”。从粮
食到蔬菜、从家禽到畜牧、从森
林到湿地……我省保险业正在
为全省农业生产编织起一张密
实的风险保障网。

我省保险业积极推进农业
保险扩面、增品，拓展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业务覆盖
面，因地制宜开展地方优势特
色农产品保险。

2022 年，全省种植险承保
面积 1.82 亿亩，较 2019 年增长
55.56% ；养 殖 险 承 保 数 量
4321.45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165.10%，是 2019 年 承 保 数 量
的 8.45 倍，农险覆盖面不断扩
大。同时，我省保险业主动适
应全省农业保险保障需求，推
动玉米、小麦、能繁母猪、育肥
猪、马铃薯、奶牛、森林保险提
高保额，降低小麦、玉米起赔
点，并将“野生动物毁损”等风
险纳入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的保
险责任。2023年我省新增中央
政策性小麦、玉米制种保险，省
级政策性谷子保险补贴区域从
10个县（区）扩大到全省。我省
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不

断取得新进展。
我省农业保险扩面、增品

的同时，服务能力也在不断增
强。山西监管局通过加强和改
善 监 管 ，完 善 了 农 险 准 入 机
制。加上日前刚刚公布的第三
批符合经营条件的农险机构名
单，全省经营农险机构省级分
公司已有 14家，地市级、县级分
支机构由 492家增加至 876家，
其中 4 家经营农险的保险公司
实现了全省县区全覆盖，全省
农险队伍人数实现倍增，为群
众快捷获得农险服务奠定了基
础。

作为监管机构，该局还对
省级分公司农险业务经营管理
情况进行年度综合评估，将评
估结果作为农险监管工作的重
要依据，并与省财政、农业农
村、林草等部门建立农险协调
机制、信息共享制度，出台实施
意见等 27个文件加快推进政策
性 农 业 保 险 高 质 量 发 展 。 同
时，探索推广“三减三加三优
先”快赔机制，减少证明资料、
减少审批周期、减少付款时间，
加快查勘速度、加大理赔投入、
加强督导考核，优先民生理赔、
优先重灾地区、优先重点险种。

科技赋能
农险质效进一步提升

市场广阔
扩面提标增品取得新进展

8月 24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加快转
型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五场发布会，
同时也是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专场发布会。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商务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介绍全省推动
服务业提质增效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将“推
动服务业提质增效”作为加快转型发展的六大
行动之一，进一步指明了服务业发展的目标和
方向。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完成增加值
5398.73亿元，增速 5.7%，圆满完成“双过半”目
标任务，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 61.5%，为全省
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从税收看，上半年，全省服
务 业 完 成 税 收 收 入 729.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8%，在三次产业中贡献突出。从就业看，上
半年，服务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信息 57.4万个，
占全部就业岗位信息的 62.9%，用人需求居于
重要地位。从市场主体看，截至 6月底，服务业
市场主体 342.5万户，同比增长 15.1%，占全省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比重超过 80%。全省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
人单位数量，分别增长 16.1%、19.1%、11.2%，均
快于全省规上法人单位平均增速。

今年以来，我省在持续推进国家和现有促
进服务业发展、助企惠企等政策落细落实的基
础上，出台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 2023 年行动
计划，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
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
样化升级。同时，全省各相关部门聚焦重点领
域，深入开展加快消费回暖升级、乡村 e 镇培
育、网络货运发展、金融服务业提质增效、房地
产市场稳投资扩消费促转型、数字化场景拓
展、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文旅体高质
量发展、养老惠民提升、加快建设高标准人力
资源市场体系等十大行动。

省发展改革委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将重
点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金融、会展、高端
商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文化创意、服务贸易等
领域发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
代农业深度融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重点
聚焦商贸服务、健康、养老、托育、体育、物业、
房地产业等领域发力；还要进一步在数字化赋
能、集群集聚发展、标准品牌建设、市场主体培

育、扩大对外开放、公益性基础性供给等方面
下功夫，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

全省科技系统以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地
为抓手，扩大科技成果源头有效供给，畅通科
技成果转化链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促
进技术服务机构发展，努力将科技创新优势转
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加快转型发展增添新动
能。目前，我省已初步构建形成了“交易服务
平台+中试基地+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和示
范企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链条式成
果转化平台体系，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从 2012
年 的 124.16 亿 元 提 升 到 2022 年 的 561.81 亿
元，增长超过 3倍。

今年上半年全省零售、住宿、餐饮业增速
保持向好态势，省商务厅持续开展“晋情消费·
全晋乐购”2023消费提振年活动，细化下半年
促消费活动举措，促进汽车、家居和电子产品、
文旅体、城市、农村等消费，持续推动商贸服务
业提质增效。

截 至 2022 年 底 ，全 省 公 路 营 运 车 辆 达
56.43 万 辆 。 今 年 上 半 年 ，公 路 货 运 量 完 成
5.81 亿吨，同比增长 13.21%，货运周转量完成
1642.85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7.92%；交通运输
产业增加值完成 616.4 亿元，同比增长 8.8%，
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 11.4%。省交通运输
厅着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大力发展多式
联运，积极对接公铁水多式联运项目，大力培
育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开展“一次托运、一单到
底”的多式联运“一单制”试点；加强政策指导、

加大设施建设，持续推动大宗物资“公转铁”；
制定《山西省促进网络货运行业健康发展工作
方案》，建设山西省网络货运信息监管服务平
台，促进网络货运健康发展，全力推动交通运
输服务业提质升级。

上半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完成 782.7 亿
元，增速达 9.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1 个百
分点，高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4.7 个百分
点，高于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3.7个百分点，
对促进全省经济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正向
拉动作用。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在组织推
动、政策引导、服务支持上，努力为金融业充分
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引导机制和生态环境，进
一步做好金融业提质增效专班调度、货币政策
工具落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优地方金融
生态环境和促进各类金融业态更好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努力推动更多的金融资
源更加有效地配置到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上。

省住建厅督促指导城市政府落实主体责
任，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大力度精准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妥处置房地产
领域风险。下一步，将督促城市政府调整优化
房地产政策，促进住房与家居消费联动发力，
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优化房地产用地出让政
策，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政策，改善房地
产企业融资环境，引导房企发展改善性住房项
目，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张磊）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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