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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种植三大粮食作物的
农户都将受益

“今年陕西的小麦完全成本保险每亩保额
是 900 元，比去年的小麦种植险每亩保障额
度提高400元。”近日，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
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进村入户，为村民们讲
解小麦完全成本保险相关政策。每亩27元的
保费，农户只承担两成，其余由财政资金补
贴……优厚的农业保险政策，让麦农频频点
头，“咱们种粮心里更踏实了”。

5 月 1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将三
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
实施范围从产粮大县扩大至全国，进一步稳
定种粮农民收益，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此次扩面，全国所有种植三大粮食作物
的农户都将受益。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是什么？
实施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为
何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投保农户实施保费
补贴？

据了解，农业生产的收益约等于收入减
去成本。其中，收入主要由价格、产量两大
因素决定，成本则包括物化成本、土地成
本、人工成本和灾害事故等造成的损失。上
述因素的波动都属于农业风险。完全成本保
险为保险金额覆盖物化成本、土地成本和人
工成本等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农业保险；种植
收入保险为保险金额体现农产品价格和产
量、保障水平覆盖农业种植收入的农业保险。

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农业易受大面积自
然灾害影响、农业保险出险概率较大、农户
参保意愿较低，承保机构组织经营效益不
高，纯商业性质的农业保险难以持续，需要
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支持。此外，以政策性
农业保险代替直接补贴，也能在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的框架下，对农业生产实施合理保护。

过去几年，“三粮两保”覆盖面不断扩大。
2018 年至 2020 年，中国在 6 个省份的 24 个县
开展“三粮两保”政策试点；2021 年，“三粮两
保”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 13 个粮食主产省份
约 500个产粮大县；2022年，政策覆盖这 13个

省份的全部约 800 个产粮大县；2023 年，政策
覆盖中国全部约 1100 个产粮大县，当年中央
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478亿元，为
1.6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4.5万亿元。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稻谷、小麦、
玉米三大主粮产量在中国粮食总产量中占比
约九成，播种面积占比约八成。从 2018 至
2020年开展试点，到2021至2023年正式实施
并逐步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至全国所有产粮大
县，“三粮两保”政策已开展6年，在风险防
范、承保理赔、农户接受度等方面均已较为
成熟，在提升保险保障水平、提高农户种粮
积极性、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成效明显。

风险保障水平更高

“三粮两保”为什么重要？
从先行试点的农业大省、产粮大县的经

验来看，“三粮两保”充分发挥了粮食生产
“稳定器”作用。2023年，河南省全面推广三
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其中小麦赔付支
出达 29.05 亿元，玉米赔付支出 11.90 亿元、
同比增长28.65%。截至2023年底，山东省三

大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达 93%，全省 94个产
粮大县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全覆
盖；黑龙江省“三粮两保”已覆盖全省72个
产粮大县。

覆盖全国之后，“三粮两保”政策如何
落地？

在补贴方案方面，“三粮两保”保费补贴
比例为：在省级财政保费补贴不低于 25%的
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补贴 45%；在相关中央单位承担不低于 10%
保费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相关中央单位保
费补贴按其种植业务所在地补贴比例执行。
两险种的保障水平原则上均不得高于相应品

种产值的 80%。具体作物品种和保险产品结
合全国种粮地区的种粮实际情况和农产品特
点确定。

在保险方案方面，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
责任涵盖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重大病虫鼠
害、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毁损等风险，种植
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
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保险费率按照保本微
利原则厘定。承保机构应规范费用列支，确
保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保险监
管部门应监督承保机构加强承保理赔管理，
对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都要做到承保
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

对种植“三粮”的农民来说，“两保”更
是意义重大。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农业适度
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农户风险保障需求日
益增长。“从农户最关注的灾后赔偿看，与投
保传统的物化成本保险相比，投保完全成本
保险或种植收入保险的农户受灾后所获赔款
大幅增加，受益更明显。此前该政策在全国
所有产粮大县实施，其他地区种粮农户期望
享受同样政策的呼声很高。”该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分析，与物化成本保险、价格
指数保险等传统险种相比，完全成本保险覆
盖物化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等全部生
产成本，提高了对农作物单位面积收入的保
障程度；种植收入保险则能够同时保障价
格、产量双因素波动，保障更全面、更易触
发理赔，可显著提高投保农民所获赔偿金额。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
授李晓峰介绍，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金额可
覆盖农业生产总成本，保障水平最高可达相
应品种种植收入的 80%，而传统的物化成本
保险最高保障水平不足五成。

“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更广，能
有效解决农民种粮的后顾之忧。同时，该险
种将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均纳入保障
范围，扩大了受惠农民群体，提升了风险保
障的普惠性。”李晓峰说。

中央财政安排保费补贴预
算562亿元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农业保险深度（保费
规模/第一产业增加值）超 1.5%，农业保险密
度（保费规模/农业从业人口）超 700元/人。在
不断扩面的同时，农业保险也将进一步提质
增效。

财政支持将继续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重
要保障。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预算562亿元，同比增长18%，为在全国
全面实施“三粮两保”政策提供大力支持。
不久前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要强
化部门协同，及时足额拨付保费补贴、加强
资金监管，防止拖欠、截留、挪用补贴。同
时，指导承保机构优化险种设计和理赔服
务，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
赔，切实增强农民获得感。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研究制订综
合性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
发展，“按照‘中央发展大宗、地方发展特
色’思路，合理规划农业保险发展优先顺
序，保障好三大主粮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
大宗农产品和重要物资”。

财政、农业农村、保险监管、林业和草
原等有关部门和保险行业将加强协同配合，
引导承保机构提高基层服务能力，推动农业
保险更好发挥支农惠农强农作用。同时，优
化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加强保险与应急管理
机制统筹，发挥保险市场机制和杠杆撬动作
用，减轻政府救灾压力。

在提升保险服务质效方面，财政部将
配合有关方面进一步明确理赔标准，规范
查勘定损，优化赔付模式，加大科技赋能
力度，合理预赔、能赔快赔；督促保险公
司通俗易懂设计条款，提高农户金融素质
和保险意识，提高种粮农户政策获得感和
满意度。

“当前及未来一个阶段，在稳步扩面、增
品、提标的基础上，财政部将会同有关方
面，从健全种粮农户收益保障机制的角度出
发，持续推动我国农业保险提质增效。”财政
部有关负责人说。

发展特色产业是地方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的一
大实招。在近期举行的国新办“推动高质量发
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青海、西藏、新疆
等中国西部省份展示了其特色农牧业的新亮点。

据西藏自治区主席严金海介绍，近年来西藏
特色农牧业发展迅速。以被称为“高原之舟”的
牦牛为例，拉萨市林周县格桑塘现代农牧产业示
范园通过牦牛的品种提纯复壮和高效养殖技术，
将牦牛的出栏由原来的 8 至 12 年缩短到 3 至 4 年，
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养殖效益比传统养殖方式
提高了 50%以上。拉萨市还引进了一家民营企业，
生产以牦牛骨为原料的牦牛骨瓷器，价值最高的
陶瓷手工艺术品卖到了1件200万元，最好的陶瓷
唐卡出口价格不菲。

再拿青稞来说，去年 10 月，在德国举办的世
界面包锦标赛上，中国代表队获得了总冠军，所
使用的食材之一就是产自西藏日喀则的青稞面
粉。“青稞加工的产品有青稞酒、饼干、挂面、代

餐粉等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
还远销到尼泊尔、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严
金海说。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
人夸……近年来，依托独特的光热和水土资源，
新疆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格外亮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说，
2023年当地新增粮食产量超过 60 亿斤；棉花总产
511.2 万吨、占全国 91%，机采率达 89%，主要质
量指标为近5年最好水平。不仅如此，水产品产量
18.39万吨，稳居西北五省区第一，三文鱼等“新
疆海鲜”已成为全国消费者“新宠”。

同时，喀什的石榴、阿克苏的苹果、和田的
红枣等更多传统优势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亦不断提
质增效。比如，阿勒泰地区素有“金山银水”之
称，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大区之一，境内广袤的
四季草场，分布在阿尔泰山和准噶尔盆地之间。

“新疆牛羊‘喝的是天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牧

草’。我们将厚植品牌
优势，拓宽营销渠道，
让更多的人吃上新疆优
质畜产品。”艾尔肯·吐
尼亚孜说。

特 色 农 牧 业 的 发
展，在丰富了消费者

“购物车”的同时，也
扎扎实实带动了农牧民

们的增收。“我们加快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精心培育牦牛、藏羊、冷水鱼、青稞、柴达
木枸杞等特色产业，近3年累计向外输出农畜产品
价值300多亿元。仅去年的枸杞采摘劳务总收入就
达到了 5.89 亿元，人均收入达到 8000 元，助力群
众增收明显。”青海省副省长杨志文说。

特色农牧业之“特”，还体现在和其他产业协
同发展。

青海把生态保护、清洁能源发展以及农牧民
增收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沙漠戈壁滩上铺上光伏
板，水分蒸发量减少 30%，风速降低 50%，原来的
不毛之地现在长出了绿草，牛羊又回来了，当地
牧民亲切地称之为光伏羊。宁夏在枸杞品质提升
和精深加工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建成了中国
枸杞研究院和国家枸杞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
主导制定了 50%以上的关于枸杞产品的国家标
准，开发出了药品、食品、饮品、保健品和化妆品
等 120 多种新产品。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农业保险全面铺开——

“咱们种粮心里更踏实了”
本报记者 汪文正

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
生，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
食作物更是端稳中国饭碗
的底气所在。实施好三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政策，能够帮助
种粮农民有效抗御风险，保
护种粮积极性，守护好农民

“钱袋子”。
不久前，财政部等部

门明确，从今年起在全国
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 （以 下 简 称 “ 三 粮 两
保”） 政策。从201 8年开
始试点，到 2024年覆盖全
国，“三粮两保”政策经历
了哪些发展？种粮农民感
受如何？走向全国后，政
策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青稞面粉做出“冠军”面包，新疆海鲜成为市场新宠——

西部特色农牧业亮点多
本报记者 王俊岭

▲5 月 31 日，江苏省海安市
墩头镇宝祥村，统计人员正在麦
田内进行小麦测产。

周 强摄 （人民视觉）

◀5 月 29 日，安徽省合肥市
庐江县高标准农田里，农机手正
驾驶农业机械抢抓农时栽插水稻。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5月28日，新疆沙湾市鹿角湾牧场，山清水秀，羊群在悠闲觅食。
马 斌摄 （人民视觉）

▲夏收时节，各地小麦产区
麦浪起伏，农机在麦田里穿梭，
构成一幅幅美丽的丰收图画。图
为5月27日，收割机在河南省洛
阳市新安县铁门镇的麦田里收
获小麦。

张怡熙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