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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亚楠

科技为农业赋能，保险为农民护航。作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旗下致力于财产保险业务
的子公司，近年来，平安产险依托集团“金融+
科技”优势，聚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在平安公
益“三村工程”统一布局下，形成以保险创新撬
动产业发展的“造血”模式，以“防贫惠农保”产
品稳固成效的“补血”机制，以科技助力防灾减
损快速理赔的“活血”方略，跑好从脱贫攻坚到
乡村振兴的接力棒。

据了解，自 2017年 9月公司扶贫项目组落
户贵州台江后，平安产险不断融合平安“综合
金融+科技”资源，完善保险服务产业扶贫的路
径和契合点，在全国 13个省实践推广 70余个
保险产业扶贫项目，提供产业扶贫贷款 6.4亿
元，带动贫困户超5万人。

平安财险董事长孙建平表示：“平安产险
以‘融资金、提品质、拓销路、兜风险’为扶贫宗
旨，创新推出一揽子农业技术应用和保险产
品，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金融支农解决方案，
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解燃眉之急，消后顾
之忧’。”

科技加持
搭建“云平台”服务“加速度”

平安产险搭建科技农险“云平台”，集成承
保理赔线上化、卫星遥感、无人机智能化作业
应用，支持承保理赔数据实时云端处理、农险
业务按图承保和理赔。平台实现灾害预警功
能，针对今年气象灾害频发的问题，完善应急
响应和重大灾害预警机制，协助客户实现防灾
减损。

今年4月，陕西多地发生冻灾事故，造成平
安产险承保的苹果大规模受损，受灾面积超过
2万亩，当地政府及农户对于此次灾害十分关
注，因花期冻灾、前期果树未挂果，后期对于理
赔时效要求紧张。平安产险借助气象大数据
和遥感图像，按图查勘，14天内高效完成2万亩
的受灾果树理赔。

科技成为助推平安农险升级转型的第一
动力。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平安产险全面推
行农险线上化经营，将承保理赔过程中的信息
采集、验标、公示缴费、出单、报案、赔款确认、
回访等80余项环节或操作优化至线上运行，构
建了智能化、电子化、数据化相互支撑的科技
农险一体化模式。这一模式让更多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足不出户”享受到更加高效精准的
保险服务。

“快速定损及理赔的背后是平安产险坚持
科技赋能、运用多种线上化智慧平台及工具来
保障服务农业生产的战略规划。”平安产险科
技农险室经理陈磊告诉记者，平安产险科技农
险“云平台”搭载无人机操控系统，只需打开

“AI 农宝”APP，即可操控无人机一键起飞、自
动规划路径、自动输出查勘影像、自动识别损
失情况，与传统的人工现场查勘相比较，作业
效率提升一倍。

另外，为解决传统养殖业保险开展过程中
标的耳标易磨损、易脱落，以及耳标号段登记
烦琐的问题，平安产险研发出NFC电子耳标，
并在今年8月份在河南省落地应用，通过“AI农
宝”APP实现了电子耳标数据信息自动采集工
作。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农村保险部负责人
表示，这是NFC电子耳标首次在大牲畜上投入
使用。

扶贫先锋
创新“扶贫保”农民“鼓腰包”

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金融企业的主力军
地位更加突出。平安产险将扶贫工作和保险
业务紧密结合，探索出保险创新与精准扶贫相
融合的新路子，构建了融资扩产到品牌助销的
扶贫闭环。

“我们结合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探索形
成 了 一 种 产 业 扶 贫 的 新 模 式 ——‘ 扶 贫
保’。与传统扶贫方式不同，‘扶贫保’以企
业为载体，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信用险+贴
息’联合政府、银行帮助扶贫产业降低融资
门槛，支持龙头企业利用生产资料发放、高
价订单回收、劳务雇工、参股分红的形式，充
分调动企业和贫困户积极性，农户只需要专
心劳动就可以脱贫致富，可谓企业省了心、
农民脱了贫。”平安产险产业扶贫项目经理
黄家璇向记者介绍。

贵州万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享受“扶贫
保”帮扶的企业之一，公司通过引入食用菌产
业扶贫项目带动当地村民脱贫。台江县排羊
乡周长兰就是在公司务工及承包大棚种植食
用菌的贫困户，从之前解决温饱问题都有困
难，到现在每年全家收入达到 10万余元，周长
兰觉得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3年来，平安产险加速复制推广“扶贫保”
模式。截至目前，“扶贫保”已在14个省份落地
101个产业扶贫项目，提供产业扶贫贷款近8亿
元，联结建档立卡贫困户7.5万人次。其中，在
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落地8个产业扶贫项目，通过平安“扶
贫保”累计带动产业扶贫贷款 9677万元，惠及
建档立卡贫困户超1365户次，预计年户均增收
约2500元。

2019年，平安产险根据各地实际需求，推
出“防贫惠农保”产品，面向贫困户、边缘户、监

测户三类人群，防范因病、因灾、因学、因意外、
因经营不善等五大致贫因素。2020年，平安产
险进一步聚焦更高程度的兜底保障，开发与农
产品价格、粮油、蔬菜等生活必备品价格挂钩
的民生保险产品，建立面向贫困农户的长效帮
扶机制，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切
实减少因价格风险等返贫致贫风险，织牢脱贫
群众的保障网。

截至 2020 年 5 月，平安产险为四川布拖
县、云南怒江泸水市等 7 省市近 26035 户贫困
户捐赠防贫保险、保障风险14.67亿元。

战“疫”尖兵
理赔“不出户”助企“显担当”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平安产
险开通农险绿色服务通道，提供“足不出户”的
农险应急服务，确保春耕备耕不误农时，在抗
疫大考中贡献了金融力量。

“平安产险吗？我家的大棚垮了，疫情还
在蔓延，这可怎么办？”2月中旬，一场冷空气过
后，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某农场钢架大棚出
现垮塌。接到农户报案后，公司理赔人员立即
开启线上查勘理赔，通过视频查勘大棚的受损
情况，避免了线下查勘带来的病毒传播风险，
又在第一时间弥补了农户经济损失，赔付金额
达到15万余元。

平安产险应用智慧种植技术，保障重要农
产品春耕夏收，支持复工复产。疫情期间，对
湖北宜城全境冬小麦全生命周期进行长势监
测，结合气象信息，请农业专家开“科学药方”，
将改进长势的农技方案提供到当地政府和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恢复农业生产，减少损失。
同时对重要经济作物，分析湖北宜昌夷陵区、
襄阳宜城 6万亩茶叶园区长势，为当地农业农
村部门指导茶叶采摘提供重要参考。

据了解，疫情期间，平安产险针对已开展
的产业扶贫项目制定了 5项抗疫惠农措施，包
括支持受困企业续贷，100%补贴利息；为带贫
企业提供协销支持服务，降低销售成本；提供

“物联网+卫星遥感”实时测产技术，降低生产
风险；提供溯源认证服务，虚假包赔，保障食品
安全；为扶贫项目中贫困户赠送“防贫惠农保”
等。其中河南分公司针对汝阳龙须坡肉羊养
殖项目，联合贷款银行为该企业开辟绿色通
道，提供300万元免息免担保的续贷资金，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贵州分公司快速沟通合作银
行启动延期还款权限，支持黔东南州丹寨白茶
产业扶贫项目企业，顺利开展采茶、收购，稳定
年度经营收入。

平安农险工作人员在现场查勘作物损失。 资料图

河南尉氏大营镇
精准投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帮扶干部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来俺家，帮助俺完善申办
手续，政府贴息还不要抵押，真是太好啦！”9月1日上午，河南
省尉氏县大营镇三户赵村贫困户赵留德高兴地说。

为帮助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增收，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今
年以来，大营镇通过召开会议、悬挂宣传横幅、入户走访、微信
推送、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着力向贫困群众宣讲金融扶贫政
策、申请流程等，切实提高贫困群众对金融扶贫政策的知晓
率。同时，充分发挥金融扶贫政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有效
作用，按照“应贷尽贷”的工作要求，该镇在前期对各村贫困户
生产生活情况摸查的基础上，积极和金融机构协调对接，并组
织帮扶干部、村“两委”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对各村有贷款需
求且符合申报条件的贫困户提供上门办理小额贷款服务，精
准发力，切实把扶贫小额信用贷款精准、快速、源源不断地送
入各村扶贫的“毛细血管”中。

据悉，大营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11户1414人，按照个
人意愿，经过审核把关，目前已为388户申办政府贴息小额信用
贷款，累计发放小额信贷资金800多万元，切实提高了金融扶贫
的有效性、精准性和覆盖面，为助力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收
入、实现稳定脱贫增收致富提供了有效支撑，为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奠定了基础。 张玉玲 李新义 本报记者 王帅杰

宁夏农担
实现吴忠市域业务和体系全覆盖

“希望宁夏农担公司能充分发挥自身综合优势，扩大信贷
投放，为我县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财政局局长马顺在与宁夏农担公司的
业务座谈会上说。8月 20日，同心县政府与宁夏农担公司签
署了“政担合作协议”；9月 1日，宁夏农担公司为当地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担保放款390万元，涉及农户23户，全部享受公司

“两免一补”政策。至此，宁夏农担公司累计在吴忠市投放担
保贷款近4亿元，担保项目1700余个，实现担保体系和业务在
吴忠市域全覆盖。

一县一策、高效放款。今年以来，宁夏农担公司着眼全区
农业产业发展情况，从当地农民收入基本情况、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现状、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发展情况、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
织、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情况、农业产业化主体金融需求及存
在问题等进行深入分析，开发出针对性强、风险可控、更高效
率的担保产品。这些举措有力地撬动了金融资本投向农业，
帮助农户挽回了疫情期间造成的损失，推动了当地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宁夏农担公司已与多家银行签订银担合作协
议，担保授信 271亿元，稳步做大业务规模，充分发挥政策性
农担职能作用，满足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
的发展资金需求，努力为宁夏优质粮食、瓜果蔬菜产业更绿
色，葡萄酒、枸杞产业更红火，肉牛、滩羊产业更兴旺，做出宁
夏农担人应有的贡献，为宁夏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金
融力量。 本报记者 石亚楠

农行四川渠县支行
为95户农户投放贷款1180万元

“农行的 12万元信用贷款简直就是‘及时雨’，让我扩大
养鸡规模的梦想实现了！”近日，当看到手机上提示农行贷款
成功发放的短信提示后，家住四川达州渠县万寿镇灵感村的
蒲大权喜上眉梢。

据蒲大权介绍，今年初，他从村干部口中了解到农行渠县
支行正在推进农户信息建档工程。一旦成功建档，经大数据
评估后，银行可向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发放纯信用贷款，无须担
保抵押，条件相当优惠。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蒲大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主动
联系了农行。第二天，农行渠县支行的工作人员就找上了门，
采集了他家的信息，给他家建立了农户信息档案。“我真没想
到，刚过3天，12万元贷款就获批了。”

据了解，农户信息建档工作是农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在广大乡村实施的一项综合性金融惠民重点工程，其核心
要义是，以村为单位、农户为主体、信用为支撑，建立“一村
一表”“一户一档”的电子信息档案。经大数据评估后，自动
将发展产业的合格农户纳入“白名单”管理，逐户核定授信
额度。

数据显示，截至 8月 21日，该行农户建档已覆盖全县 104
个行政村，完成了20725户农户的信息建档任务，已成功向提
出贷款需求的95户农户投放贷款1180.1万元，形成了乡村振
兴的金融新动能。 郑年孝 叶根辉

湖南城步县农商行
小额信贷帮农户摘走“贫困帽”

今年以来，湖南省城步县农商银行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利用扶贫小额信贷，精准“滴灌”贫困群众，做到“能贷
尽贷”，帮助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增收补损，以达到巩固脱贫
成果、防止返贫致贫的目的。

为确保扶贫小额信贷“贷得出、收得回、有效益”，该行
与县扶贫办将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与脱贫质量“回头看”以及
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清零行动”有机结合，发动县、乡、村三
级干部进村入户，逐一摸排贫困户产业发展意愿，主动掌握
贷款需求。对于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该行主动上门做好
对接服务。

同时，该行与县扶贫办结合主导产业优势，将贫困户使用
扶贫小额信贷情况与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相结合，突出
扶贫小额信贷的“贷”动效应，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龙
头企业的帮带作用，培训指导广大贫困户借助扶贫小额信贷，
大力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和特色主导产业，激励贫困户自主发
展或抱团合作发展。在扶贫小额信贷的带动下，贫困户实现
了“户户有产业、人人有事做、户户有收入”，贫困群众的致富
路越来越宽，“钱袋子”越来越鼓，幸福感不断增强。

据统计，近3年来，城步农商银行累计发放扶贫贷款2782
笔12746.77万元，累计贴息930.17万元；今年新发放扶贫贷款
375笔4876万元，超进度完成扶贫小额信贷的投放工作。

冯世民 杨彬

平安产险：拓保险“新路子”护农民“钱袋子”

邮储银行广东茂名分行

绿色信贷“种”出致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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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7月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报告
在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

资各项政策举措的有力推动下，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紧抓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农业农村
投资进一步趋稳，回升势头明显。1-7月份，
全 国 第 一 产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7.7%。其中，畜牧业投资增长59.2%，成为推
动投资增长的最大动因。

一、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回升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7月，全国第
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9806亿元，
同比增长 7.7%，增速比 1-6 月份加快 3.9 个
百分点，比2019年同期高8.9个百分点，分别
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9.3、15.1和6.9个百分点。

二、畜牧业投资持续高增长，种
植业和渔业投资恢复仍较为缓慢

从畜牧业看，1-7月份，全国畜牧业投资
增长 59.2%，比 1-6 月份和去年同期分别高
出 11.1 和 65.1 个百分点，增速创新高。其
中，以生猪为主的牲畜饲养投资增长69.1%，
增速比 1-6月份加快 14.8个百分点，且从 3
月以来连续 4个月保持较大幅度增长，这种
快速增长态势近几年少有，对加快恢复生猪
产能起到了明显作用。一般仔猪育肥项目
从建成投产到生猪出栏约需 6-8个月，母猪
自繁项目从建成投产到生猪出栏约需 10个
月。据此估算，今年年初投资建设的生猪养
殖项目将能够在明年春节前后逐步实现产
能输出，增加市场供应，平抑猪肉价格。

从种植业和渔业看，1-7月份，全国种植
业投资下降 8.6%，降幅虽比上半年收窄 2.3
个百分点，但低于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 16.3个百分点。其中，蔬菜、食用菌及园
艺作物种植投资下降11.1%，豆类、油料和薯
类种植投资下降 23.5%。种植业投资连续 6
个月负增长，也是少有发生的情况，如不能

得到切实改善，很可能对未来设施农业产品
有效供给带来不利影响。1-7月，渔业投资
下降 24.5%，降幅比上半年缩小 3.5 个百分
点，但低于去年同期 39.1个百分点，是第一
产业中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回升速度最慢的
行业，需要重点加强关注。

三、东部、西部、东北地区投
资加速，中部地区继续回升

1-7月份，全国22个省份第一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实现正增长。分区域看，东部地区
增长 11.8%，比 1-6 月份高 1.9 个百分点，持
续回升态势良好；中部地区下降 8.4%，但降
幅收窄 3.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长 15.5%，
比 1-6 月份提高 4.5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增
长 59.4%，增幅扩大 16.9个百分点，其中，辽
宁和黑龙江两省的畜牧业投资增长贡献率
达73.4%。

四、民间投资重回正增长

1-7月份，全国第一产业民间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3.3%，比 1-6 月份提高 4.1 个百分
点，自去年4月份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高于
全国民间投资增速 9个百分点，仍低于第一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4.4 个百分点。其
中，畜牧业民间投资增长60.2%，增幅比上半
年高11个百分点，对畜牧业整体投资增长的
贡献率达 90%。此外，种植业和渔业民间投
资分别下降 17.5%、23.8%，降幅比上半年收
窄1.2和3.6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1-7月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恢复性增长趋势明显，畜牧业投资发挥
了较强的带动效应，持续扩张的生猪养殖投
资起了关键作用。目前，受政策引导和市场
驱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生猪养殖项目投
资加速阶段，畜牧业投资仍将实现高增长。
但由此掩盖的种植业、渔业投资下滑不容忽
视，需要加强引导，促进投资有序恢复。

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供稿

□□ 周金容 文/图

近年来，邮储银行广东茂名市分行加快探索
绿色金融与特色农业融合的发展模式，通过信贷
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实现绿色发展。

眼下，阳光灿烂，雨水丰盈，正是水果丰收的
最佳时节。在广东茂名市公馆镇谭村，甲丰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400多亩果园内，不少市民前
来观光和体验采摘乐趣。

“2017 年，我牵头成立了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建起了 420多亩的农场，以种沃柑、木瓜、释迦
等水果为主，还有约 100亩的游客采摘区，种有番
石榴、草莓等。”45岁的黄伟介绍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周边游作为周末放
松的首选。黄伟看准了当地“农业+旅游”的自
然条件，决定向休闲娱乐观光农业综合体方向规
划发展。于是，他一方面扩大规模，将沃柑种植
面积规划扩大到 100 亩，释迦种植面积扩大到
150亩，增加种植紫花风铃 130亩；另一方面搭建
起儿童乐园、采摘、垂钓、烧烤、农家乐餐厅一条
龙娱乐服务区，走上“合作社+农户+农业+旅游”
的发展模式。

就在黄伟为缺少扩建资金发愁时，今年 5月，
邮储银行茂名市分行主动上门“把脉”，为其办理

了“农贷通”，送去了 50万元的资金支持。黄伟用
这笔钱购进了果苗、农药、肥料，完善了农场基础
设施，鼓足干劲转型发展。

自己有了门路，也要带动村民共同脱贫致
富。现在黄伟在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里，雇了当
地9名工人帮忙日常打理，忙时有20多人。

绿色发展呼唤绿色金融。邮储银行茂名市分
行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统领全行信贷工作，将绿
色信贷理念、标准和方法贯穿到信贷的全过程，通
过合理配置信贷资源，支持企业节能减排，大力支
持辖区内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在
服务对象上，邮储银行将绿色信贷政策纳入全行
授信政策体系，明确绿色信贷发展重点领域，细化
环保、安全、能耗、质量等管理要求，加大对绿色、
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

据介绍，邮储银行茂名市分行持续加大对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
重点对特色生态农业实行资源倾斜，通过“银行
（出资）+合作社（经营）+贫困户（就业）”的模式，
既支持了生态农业发展，又帮助了百姓脱贫致富，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截至 7月末，邮储银行茂名市分行本年累计
投放涉农贷款 4600多笔，金额达 14.79亿元，其中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5笔，金额380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