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部门：到2022年3大主粮作物农业险覆盖率达70%以上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

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了《关于
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下简称《意见》）。《意
见》提出，到2022年，基本建成
功能完善、运行规范、基础完
备，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阶
段相适应、与农户风险保障需
求相契合、中央与地方分工负
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
谷、小麦、玉米3大主粮作物农
业保险覆盖率达到70%以上。

意见称，农业保险作为分
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手
段，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改进农村社会
治理、保障农民收益等具有重
要作用。近年来，在党中央、国
务院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发
展，不断健全农业保险政策体
系，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农业

保险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
题，与服务“三农”的实际需求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意见明确了两个主要目
标：到2022年，基本建成功能完
善、运行规范、基础完备，与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阶段相适
应、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
合、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
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
麦、玉米3大主粮作物农业保
险覆盖率达到70%以上，收入
保险成为我国农业保险的重要
险种，农业保险深度（保费/第
一产业增加值）达到1%，农业
保险密度（保费/农业从业人
口）达到500元/人。

到2030年，农业保险持续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总体发展
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
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
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意见提出，要扩大农业保
险覆盖面。推进政策性农业保
险改革试点，在增强农业保险
产品内在吸引力的基础上，结
合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
稳步扩大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
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保险覆
盖面，提高小农户农业保险投
保率，实现愿保尽保。探索依托
养殖企业和规模养殖场（户）创
新养殖保险模式和财政支持方
式，提高保险机构开展养殖保险
的积极性。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开展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逐步
提高其占农业保险的比重。适
时调整完善森林和草原保险制
度，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要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
平。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
生产成本变动，建立农业保险
保障水平动态调整机制，在覆
盖农业生产直接物化成本的基

础上，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推进稻
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
收入保险试点，推动农业保险
“保价格、保收入”，防范自然灾
害和市场变动双重风险。稳妥
有序推进收入保险，促进农户
收入稳定。

意见指出，明晰政府与市
场边界。地方各级政府不参与
农业保险的具体经营。在充分
尊重保险机构产品开发、精算
定价、承保理赔等经营自主权
的基础上，通过给予必要的保
费补贴、大灾赔付、提供信息数
据等支持，调动市场主体积极
性。基层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协助办理
农业保险业务。

要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
制。加快建立财政支持的多方
参与、风险共担、多层分散的农

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落
实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制
度，增强保险机构应对农业大灾
风险能力。增加农业再保险供
给，扩大农业再保险承保能力，
完善再保险体系和分保机制。
合理界定保险机构与再保险机
构的市场定位，明确划分中央和
地方各自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意见还提到了清理规范农
业保险市场。加强财政补贴资
金监管，对骗取财政补贴资金
的保险机构，依法予以处理，实
行失信联合惩戒。进一步规范
农业保险市场秩序，降低农业
保险运行成本，加大对保险机
构资本不实、大灾风险安排不
足、虚假承保、虚假理赔等处罚
力度，对未达到基本经营要求、
存在重大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
隐患的保险机构，坚决依法清
退出农业保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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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2019年“世
界标准日”纪念大会在京召
开。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
发布地方标准1750项。其中，
京津冀区域协同标准50项，为
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京津冀
协同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发挥了

重要作用。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

计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发布
地方标准238项，涉及城市管
理与服务的地方标准占比达
81.5%。其中，有关百项节能的
地方标准共发布153项，涉及
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城市公共

交通在内的交通地方标准发布
16项，百项安全生产等级评定
系列标准累计完成61项。今
年前三季度，北京已累计发布
地方标准123项。

此次大会由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首都标准化委员会办公
室组织召开。

本报讯 日前，“京津冀中
华老字号嘉年华”活动在河
北石家庄举行。

在当天举办的“京津冀
中华老字号创新发展论坛”

上，来自中国商业联合会副
会长、中国老字号工作委员
会主任张丽君，河北省商业
经济学会会长纪良纲，稻香
村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周广军，衡水老白干等企
业代表们就老字号企业面临
的国内外形势和今后发展趋
势，以及如何坚守与创新等
话题进行分享交流。

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在
“行动造就未来-健康饮食实
现零饥饿”的全球主题下，美
团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共推“拒绝隐性饥饿”健康饮
食倡导行动，通过理念倡导及
多种行动举措，聚焦“隐性饥
饿”问题，推动全球“零饥饿”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据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超
20亿人处于“隐性饥饿”。中
国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
研究所唐振闯博士说：“隐性饥
饿一般因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
缺乏造成，它与显性饥饿(能
量、蛋白质、脂肪等宏量营养供
应不足)相比，更加隐蔽，也更
难察觉，长期处于‘隐性饥饿’
可能导致婴儿出生缺陷、发育
不良，增加儿童和孕产妇死亡
率及免疫系统弱化等诸多疾
病，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
屈四喜表示：“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零饥饿’的目标除了要在
2030年消除饥饿，还要消除一
切形式的营养不良。世界粮食
计划署和美团的携手合作正是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此双方不
断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方法。
今年的活动不仅契合世界粮食
日的主题，而且准确传达了‘零
饥饿’中营养的理念，‘饥饿餐厅
’的创意既有新意，又能让民众
直接体会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向用户传递均衡的膳食理
念，推动膳食源头供给改善，
保障用户膳食更丰富，营养多
选择，是解决隐性饥饿行动的
重要环节。为此，美团携手世
界粮食计划署、名人合作伙伴

周冬雨、陈赫、杜江发起联合
倡导，通过提升用户膳食理
念，拒绝隐性饥饿。活动线上
联合新浪微公益发起“吃彩虹
挑战”的公众意识提升活动，
线下联合外婆家、GAGA鲜语、
新元素三家餐饮品牌，在上海
同时落地“饥饿餐厅”快闪店，
向消费者直观展示“隐性饥
饿”的成因及危害，引导消费
者对膳食营养的关注。同时，
大董、西贝莜面村、全聚德、云
海肴、羲和雅苑、点都德、胖哥
俩、吉祥馄饨、香守花胶鸡海
鲜火锅等超五十家餐饮品牌，
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
展研究所的指导下，推出“吃
出彩虹公益套餐”，通过关注
套餐食材多样，保障膳食搭配
更丰富。美团外卖发挥业务
优势，通过发布《中国轻食外
卖消费报告》等形式，为消费
者提供一份健康餐饮选择指
南，保障营养更多选择。

对于本次行动，美团联合
创始人穆荣均表示：“作为一
家以‘吃’为核心的生活服务
平台，美团一直致力于实现
‘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
的公司使命，发挥平台影响
力，引导用户健康生活、绿色
消费，带动商家提供更多健
康、绿色的供给，丰富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选择。此次与世
界粮食计划署共推‘拒绝隐性
饥饿’理念，是呼应联合国‘零
饥饿’发展目标，同时也希望
以此提升更多美团生态相关
方对营养均衡，健康生活理念
的关注和实践。”

（中新网）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是特
大型城市和粮食主销区，粮食
安全保障责任重大。北京市认
真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和水平，为首都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显著增
强。一是粮食供给能力不断增
强。北京市不断巩固和拓展粮
源供给渠道，持续深化粮食产
销合作，在主产区建立了稳定
的粮源基地，确保了首都粮源
充足稳定供给。二是粮食调控
能力不断提高。目前，北京市
粮食仓储物流设施总仓容
580.9万吨，有效仓容562.5万
吨，油罐总容量23.5万吨。市
储备粮粮油充足，粮食储备宜
存率连续多年100%。形成了

26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和875
个应急投放网点组成的应急储
备、加工、配送体系。三是农业
种植结构深度调整。北京市立
足市情粮情，发挥区位比较优
势和产业比较优势，大力发展
都市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有
序调减粮食种植面积，腾出粮
食市场空间，支持主产区发展
粮食生产，实现了主产区和主
销区协调发展、互利共赢。

粮食供给服务水平持续
提升。一是粮食品质不断提
升。北京市与粮食主产区合
作，引导产区发展绿色优质粮
油生产，为北京市提供品种多
样的优质粮食产品。二是粮
食产业转型发展。北京市聚
焦销区实际，在抓“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过程中注重“尾”

的壮大，在延伸粮食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的过
程中，注重仓储、加工、流通环
节链条的强化。建设主食产
业化示范工程，支持连锁便利
店搭载主食产品，完善粮食便
民服务功能。推动北京粮食加
工进产区、港区，同步在产区开
展精深加工，培育壮大龙头骨
干企业，促进京津冀粮食产业
协同发展。三是粮食安全制度
体系不断完善。完善首都粮食
库存检查方式方法和质量安全
监管制度，确保粮食库存数量
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加快建设首都粮食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体系，推动粮食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防止不符
合食品卫生标准的粮食流入
口粮市场。

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首都粮供有保障

北京已累计发布地方标准1750项

“京津冀中华老字号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美团携手世界粮食计划署
共推“拒绝隐性饥饿”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