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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致人伤亡 保险公司赔偿
66家企业试水环境污染责任险，保险将承担污染造成的民事经济赔偿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吕璐) 继12

家企业进入首批试点购买环境污染责
任险名单后，岛城又有66家企业完成
环境风险评估，将于近日完成承保工
作。今后，企业排污，将由保险公司承
担污染造成的民事经济赔偿，赔偿第
三者的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

近年来，青岛市环保局将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制度纳入环境安全防控体系，
青岛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项目按照企
业生产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缴纳2万元

至10万元的保费，一旦发生污染事故，
每次突发环境事件及累计赔偿限额设
有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800万元、
1000万元五档。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关
系中，保险人承担了被保险人因意外造
成环境污染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成本，使
污染受害者在被保险人无力赔偿的情
况下也能及时得到给付。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我
省首个展开环责险试点工作的城市，
青岛参与环责险首批试点单位共有

1 2家，主要集中在环境风险隐患点
多、容易发生污染事故、定损比较容
易的行业，试点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保单位，提供
保险服务。

据了解，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只是
承担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引发的民事
经济赔偿，核心是赔偿第三者的人身
伤亡与财产损失，并不承担责任企业
因违法排污引发的行政处罚及刑事
责任。一旦企业触犯了国家法律规定，

污染责任人仍将受到问责，直至追究刑
事责任，比如，排放不达标将受到环保
部门处罚，罚款并不在保险承保范围之
内，必须由企业自身承担。

根据市环保局的最新统计，首批
试点的12家企业已签约，目前又有66

家企业完成了环境风险评估，近期将
完成承保工作，还有20家企业与保险
公司达成了签约意向。青岛市争取

“十二五”末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基
本覆盖重污染行业和重点防控区域。

社区治安巡逻队：居民的“平安使者”

近日，李沧区湘潭路街道
办事处组建了5支社区治安巡逻
队，启动“守望家园”工程，
在重点区域、市场、背街小
巷、出租屋等治安案件易发地
段24小时不间断巡逻。

据了解，这5支巡逻队共30

名队员，由各个社区遴选的政

治觉悟高、责任心强的优秀基
干民兵组成。办事处筹资30万
元，为巡逻队配备了专用设
备，并进行了专门的业务培
训，明确了巡逻队的工作纪
律、巡逻路线，确保巡逻人员
按时到岗到位，形成良好的协
作机制，提高工作实效。

李沧区计生协会

推进计生服务均等化，全面提升人口管理工作水平

李沧区计生协会推进计生
服务均等化，全面提升人口管
理工作水平。各街道建立人口
与计生服务室，宣传公示栏，
并设有避孕药具免费发放展示
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便民服
务活动，计生协会发动计生志
愿者与计生困难家庭结对，开

展帮扶活动，给予他们情感上
的慰藉和生活上的帮助。向已
婚流动育龄群众免费发放宣传
资料和避孕药具、免费提供优
生咨询服务和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服务、免费开展孕环情监测
等服务，提高育龄群众的满意
度。

胶州供电：

“中国梦·国网情”

延伸到团青中

自“中国梦·国网情”主题学习活
动开展以来，国家电网胶州市供电公司
团总支近日开展了一次题为“拥抱朝
阳，憧憬未来”的青年员工交流座谈
会，为青年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打下良好
基础。

(王晓静)

限限茬茬1155厘厘米米，，秸秸秆秆粉粉碎碎还还田田
联合收割机改装上阵收麦，秸秆变废为宝，焚烧场面难觅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吕璐 通
讯员 孙俊杰 ) 如今岛城已进入小
麦收割的高峰期，在莱西姜山镇、
夏格庄镇等地，村头的联合收割机
全部经过改装，小麦收割后秸秆直
接被粉碎还田。昔日黑烟弥漫、火
烧 连 营 的 秸 秆 焚 烧 现 象 已 难 觅 踪
迹。

26日上午，在莱西市姜山镇四村
的一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在割麦
的同时将秸秆切碎并均匀地抛洒在
田间。“收割机上装配秸秆粉碎装
置，直接把秸秆粉碎了。接下来播
种玉米的时候，又将粉碎后的秸秆
翻到了地里，成了肥料。都是机械
化操作，比焚烧省心多了。”莱西
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万更波说。
小麦收走后，留在地里的麦茬和碎

秸秆将在雨季和高温的影响下变成
肥料。

据了解，今年莱西市严格控制
机收“限茬”，小麦留茬高度不得
高于15公分。若高于15公分的，农户
有权拒付收割费用。莱西市农业局
副局长万大鹏介绍，之所以定为15公
分，是因为该高度不容易被点燃，
能进一步杜绝焚烧的可能性，并且
不影响新一季度的播种。另外，当
地政府还大力推广机械化秸秆粉碎
还田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莱西市
共有1960台联合收割机，目前全部按
要求配备秸秆切碎装置，每个切碎
装置的成本约为600元至1000元。根
据政府部门的要求，未安装秸秆切
碎还田装备和达不到留茬技术要求
的收割机禁止下地作业。

莱 西 市 农 机 局 副 局 长 苏 维 生
说，过去村民雇佣联合收割机割一
亩地平均需要50元左右，一个小时约
能收割8亩地。现在使用配有秸秆切
碎 装 置 的 收 割 机 ， 费 用 并 没 有 变
化，一个小时收割7亩左右，但村民
不再考虑秸秆的处理问题，比过去
更加省力。

据了解，今年，莱西市小麦种植
面积69 . 59万亩，目前已完成收割面积
40万亩，整个收割期未出现一处着火
点。除了秸秆粉碎还田，莱西还打算
推广秸秆能源化利用等综合利用措
施，例如将麦秸秆制成生物质燃料。
目前莱西市姜山镇泽口集村农民宫
钦奎已自发研制出秸秆煤炭机械，其
生产的秸秆煤炭燃烧性好，适用于锅
炉或村民日常取暖使用。

民政

因灾死亡超20人

启动Ⅰ级应急救助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陈之焕 通讯员

戴根生 张文荣 ) 25日，青岛实施新的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降低了应急救
助启动标准，Ⅰ级灾害由原来的因灾死亡30

人降低为20人。
根据《救灾应急预案》，在今后的自然

灾害应急救助工作中，各相关部门要按职责
发布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预警响应启动
条件、启动程序和预警响应采取的措施等内
容。青岛市设立Ⅰ、Ⅱ、Ⅲ、Ⅳ四级灾害救
助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其中，因灾死亡20人
以上；因灾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因灾倒
塌和严重损坏房屋5000间以上；因干旱造成
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政府救助人数占
农业人口的25%以上，或80万人以上的为Ⅰ级
救助应急响应。

据了解，新规提高了青岛市设立灾害救
助应急响应启动条件，Ⅰ级灾害由原来的因
灾死亡30人降低为20人。青岛市民政局救灾
救济处工作人员介绍，之前的救灾救济预案
要求过高，导致启动较少，新的预案条件制
定得较合理，可以使更多人得到救助。

《救灾应急预案》明确要求，市、区政府应
根据本区域人口数量和分布等情况，利用公
园、广场、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统筹规划设立
应急避难场所，并设置明显标志。预案还完善
规范了旱灾报送和旱灾在应急响应级别中启
动条件，使遭受旱灾“饮水困难”和“因灾缺
粮”的困难群众可得到高效规范救助。

私自焚烧麦茬，即墨两农民被罚
为做好大气污染防控工作，提高

空气质量，今年青岛市十分重视秸秆
禁烧工作。一旦出现私自焚烧麦茬的
漏网之鱼，有关部门将予以处罚。

日前，青岛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紧
急通知，要求各区市、各有关部门将
秸秆禁烧工作作为当前一项严肃的政
治任务，按照《青岛市大气污染综合
防治规划纲要 ( 2 0 1 3— 2 0 1 6年 )》要

求，建立和完善市、区 (市 )、镇 (街
道 )、村 (社区 )四级秸秆焚烧责任体
系，层层签订秸秆禁烧目标责任书，
将秸秆禁烧任务分解落实到最基层，
分片包干，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处置。

另外，根据市农业部门日前的测
算，今年青岛市小麦秸秆产量在200

万吨左右，秸秆焚烧现象明显少于往

年，小麦秸秆综合利用率在 8 5 % 以
上。不过，全市范围内仍有漏网之鱼
的出现。本月22日上午，即墨市蓝村
镇两农民在烧麦茬时，被赶来的镇政
府综合执法人员和联合督查组逮住，
每人被罚款 2 0 0 元，同时被批评教
育，所在村庄也被取消当年评优资
格。这是即墨市对私自焚烧麦茬行为
开出的首张罚单。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吕吕璐璐

安装了秸秆切碎装置的联合收
割机正在收割小麦。 吕璐 摄

姜山镇泽口集村农民宫钦奎研
制的秸秆煤炭。 吕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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