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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涉及千家万户，点多面
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服务难度
较大。近年来，国元农业保险开拓创
新，先行先试，在业务推动、产品开发、
流程完善、规范管理、风险管控、基层服
务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开发运用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得到了中央有关部委和
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连续六年被
省政府评为“支持地方发展考核一等
奖”，被誉为全国农业保险的“一面旗
帜”。在有关科研机构发布的权威报告
中，国元保险竞争力排名居全国财险公
司第8位、亚洲第31位。

2008年以来，累计承保农作物6
亿亩、森林1亿亩、畜牧1000万头，累
计为全省1200多万农户提供风险保
障1500亿元，累计向2749万（次）农
户支付赔款60亿元，有效地发挥了农
业保险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安
徽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宗农作物保险基
本实现全覆盖的试点省份。

按照农险人员专职化、业务培

训常态化、硬件设备标准化、经费发

放固定化、管理制度规范化的要求，

始终把健全基层服务体系作为一项

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2009年以

来，在全省全部乡镇设立了三农保

险服务站和12000多个行政村服务

点。去年以来，开始在部分耕地面

积5万亩以上的乡镇发展专职协保

员，在部分10万亩以上的乡镇设立

保险营销服务部，建立了以协保员

为纽带，以乡镇三农保险服务站为

中心，连接每个行政村、覆盖全省的

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

特别注重对既懂保险又懂农

业、懂气象、懂动植物病虫害等复合

型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目前直接从

事农险工作的员工有1000人，占员

工总数的70%，其中70%在县级机

构工作。同时，发挥乡镇农经、农技

人员、村干部贴近群众、熟悉农村的

优势，在每个乡镇配备1~2名兼职

协保员，在每个行政村至少配备1

名兼职协保员，全省协保员总数达

到1.8万人。

为发挥好乡镇服务站和协保员

的作用，明确由驻点员负责联系、管

理乡村协保员，并承担规范业务操

作的责任。同时根据省里的规定，

与协保员签订委托代办协议，明确

权利义务，理顺委托关系。为提高

协保员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每年

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并培养

了一批农村保险营销员。通过这些

举措，不断把工作重心向下移，把服

务关口向前移，努力做到“网络连成

片，服务面对面”，切实解决了农村

保险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国元农业保险

提升服务效能 情系三农民生

农村信贷保证保险，缓解农户贷款难、贷款贵

农房保险，不让农民因灾致贫

水产养殖保险，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新农合大病保险，减轻农民看病负担

为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建设，

根据省政府《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

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皖政〔2008〕

42 号 ），以及省财政厅制定的政策性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暂行办法、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理赔管理暂行办法

等“1+8”制度基础上，结合农村工作

实际，不断优化操作实务与业务流程，

逐步摸索出了从收费出单，到查勘定

损、赔款支付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制

度和操作流程，有的成为了行业规范，

写入了《农业保险条例》。承保环节，

从2009年开始以行政村为单位集中

投保，每个行政村一张保单，有效地简

化了承保手续；同时，以粮补面积为基

础，附详细的分户清单，切实保障每位

参保农户的保险利益。为切实提高对

种植大户的服务效率，该公司专门对

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组

织等实行单独出单和一对一服务。查

勘定损环节，对于重大灾害，均成立由

农业专家、乡镇和公司人员组成的联

合查勘组，实行查勘到村，定损到户，

于每季作物收获期前，主动赶赴田间

地头，实地查勘，现场定损，切实提高

查勘定损时效。赔付环节，从2010年

开始通过财政“一卡通”直接将理赔款

打卡发放到户，并对每季作物打卡发

放的时限进行明确要求。自今年起，

对种植大户实行赔款集中支付，赔款

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加快制度体系建设
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

农业保险涉及农户数量庞大，

信息收集与业务管理费时费力。为

切实提高业务管理效率，着力推进

信息技术运用，不断加强农业保险

业务信息系统建设，2010年开发了

种植业保险农户电子档案系统，为

全省1200多万投保农户建立了包

含姓名、身份证号码、农户代码、直

补卡号、粮补面积、投保面积、种植

品种、保费金额等信息的档案，提高

了农户基础数据的管理效能。

2011年开发了养殖业保险电子档

案系统，对能繁母猪保险全省统一

接报案，提高了报案处理效率。设

计了涵盖农户识别码、投保亩数等

信息的机打电子凭证系统，提高了

保险凭证发放效率。系统运用3S

技术研究开发了农业保险地理信息

系统（GIS），综合运用无人机、雷

达、遥感等现代科技手段，通过采集

和监测农业、气象、水文等基础数

据，建立灾害评估模型，促进农业保

险的快速查勘定损。在部分地区设

置了农村综合信息自助查询终端，

即时更新农业保险政策信息及承

保、理赔结果信息，极大地提升了农

业保险信息展示的信息化水平与工

作效率。2013年开始利用GPS现

场测量种粮大户的土地四至信息，

并导入核心业务系统，锁定土地标

的，有力地提升了针对种植大户的

信息技术服务水平。

为第一时间满足广大农户和基

层政府的需求，结合安徽农业农村

实际，切实增强产品供给能力，积极

创新开发农险产品，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开发了蔬

菜、水果、茶叶、家禽、淡水养殖等

40多个特色农业保险产品以及农

房、农机、农民健康等9个涉农保险

产品，风险保障范围从农林牧副渔、

向农村财产、农民人身等方面不断

延伸。近年来，该公司在农村承保

了大量的农用运输车、收割机；推出

的“乡村干部保险”、“农家福”保

险，在皖北部分县的覆盖率达到

60%以上；去年以来，共承办了全省

44个县（区）的“新农合”大病保险

业务。围绕农村土地流转，发挥保

险功能作用，探索提高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保障水平，开发了水稻、

小麦等6个品种的商业性补充保险

产品，开展了农村信用保证保险业

务，累计帮助各类规模经营主体获

得贷款数十亿元。

2009年在国内首次开发天气

指数产品并试点，累计承保农作物

天气指数保险34万亩。该险种以

气象部门采集的气象数据为定损、

理赔依据，节约了查勘定损费用，缩

短了理赔时间，减少了道德风险和

保险纠纷。特色农业保险及天气指

数保险等产品的及时、快速研发与

推广，为我省各地近年来特色农业

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风险保

障。

推进信息技术运用，提升信息化管控水平

加强产品创新，提升风险保障水平

深化基层服务体系建设，提升面对面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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