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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特色农产品保险

一、热点概述

平谷大桃、大兴西瓜、房山磨盘柿；烟台苹果、章丘大葱、威海无花果；巴盟香瓜、喀喇沁番茄……

如今，我国不少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一区一品、一县一品，成果丰硕。特色农产品的优势在于资源集

聚，集当地的土地、人力、资金于某一特色品种，形成规模效应、品牌效应。

不过，资源集聚也意味着风险聚合，比如洪灾、旱灾、风灾、霜冻、雹灾，尤其是病虫害等自然风

险比多种经营的农业更为集中，市场竞争、价格波动、政策变化等社会风险也需要应对。丰歉无时、谷

贱伤农、流通不畅、质量安全……这些风险若不能科学管理，有效分散，特色农业的发展将受到明显影

响。特色农产品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特色农产品保险可以为生产者提供风险保障，减少自然灾害和

市场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保障农民生计和利益，促进农业生产多元化和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因此，

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大有可为。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随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扩面提质增效，特色农产品保险终于从商业性或小范围的地方政

策性保险试点过渡到了由中央财政支持的政策性保险的新时期。2019 年 6 月 20 日，财政部印发《关于

开展中央财政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试点的通知》，在内蒙古、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

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 10 个省份，对省级财政引导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开展的符合条

件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给予奖补，支持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具体来

看，在省级及省级以下财政至少补贴 35%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贴 30%，对东部地区补贴

25%。原则上，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县级财政承担的保费补贴比例不超

过 5%。

（2）然而尽管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我国农业保险依然表现出保障水平低、可

持续性不强、服务质量不高的特点。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课题组 2021 年的入户调

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农户对保险的了解程度很低，降低了农户对保险重要

性认知的主观态度和参保积极性”“总体保障水平不高，损失补偿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对农

业保险的满意度”“保险产品和服务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保险应有效果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几个制约

问题。

2.道理论证：

（1）建议按照“巩固、提高、拓展”的思路，实现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将财政补贴政策和农业

保险有机结合，增强地方特色农业产品保险金额，扩大保险覆盖面，使农业保险惠及更多农民；增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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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业保险品种，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提高保险保障水平，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调动

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各农险经营主体也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加大保险

产品创新力度，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对接，使特色农业保险产品及早落实见效。支持旗县级地区开展地

方优势特色农业保险，形成“大宗农产品+地方优势特色品种”完整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体系，满

足不同种植农户的风险保障需求。

（2）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中央财政可在继续实施以奖代补予以支持的同时，将覆盖规模

较大、比较成熟的险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目录，扩大特色农业保险产品的补贴范围。加大补贴力度，

根据地方的经济实力和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规模、经济和社会价值，采取差异化的补贴政策，同时逐步取

消县级以下地方财政配套补贴的规定，以提高财力不足的县推动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积极性。

3.对策建议：

（1）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特色农产品保险的发展……

（2）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宣传，让他们了解特色农产品保险的重要性和好处……

（3）建立完善的数据库，收集有关特色农产品的风险数据……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平谷大桃、大兴西瓜、房山磨盘柿；烟台苹果、章丘大葱、威海无花果；巴盟香瓜、喀喇沁

番茄……如今，我国不少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一区一品、一县一品，成果丰硕。2024 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政府行为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说起草莓，人们往往想到丹东；说起苹果，人们往往想到烟台……特色农产品从各地走上我们餐桌

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产地独特的魅力。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

产品保险”，我认为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步——意义：

其一，有利于保障农民的收入稳定。特色农产品往往具有地域性、季节性等特点，受自然灾害、市

场波动等因素影响较大。保险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定的风险保障，降低损失，从而稳定农民的收入……

其二，有助于推动特色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险可以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提高他们的生产积

极性和信心，促使他们加大对特色农产品的投入，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其三，有利于我国农业保障体系的完善。完善农业保障体系，为农业发展兜底，对于吸引农业投资，

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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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担忧分析：

一方面，目前我国特色农产品保险仍处在初级阶段，特色农业保险产品的相关标准和范围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县级以下等财政资源不足的地方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承担补贴所需的财政支出……

此外，可能存在部分农民保险意识淡薄的问题，对保险的作用和价值认识不足……

第四步——过渡：

好的政策一分靠制定，九分靠落实，要想让特色农产品保险落地生根，为农业生产打好“保护伞”，

我们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保障实行：

第五步——对策：

第一，中央财政可将覆盖规模较大、比较成熟的险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目录，扩大特色农业保

险产品的补贴范围，不断完善特色农业保险产品的相关标准。同时，逐步取消县级以下地方财政配套补

贴的规定，以提高财力不足的县推动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积极性……

第二，加强政企协作，加大监管力度。可以在财政保险的基础险种基础上，推出更多商业化补充险

种，让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保险体系，让整个农产品保险体系更完善。

此外，建议农业农村、银保监、财政等部门，深入梳理农民参保理赔问题清单、保险公司数据共享清单、

政府风控监管难点清单，提升政府监管力度……

第三，加大特色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提升农户保险意识。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通过培训、讨论等

方式，广泛深入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业务流程、政策措施和保险主要条款等，引导全社会

重视农业保险工作，提高广大农户自愿投保的积极性，增强农户规避风险意识……

第六步——总结结尾：

特色农产品保险要想真正做到为农民“遮风挡雨”，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相信

通过以上措施，特色农产品保险能够更好地为农业发展兜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