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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经济

蔬蔬菜菜大大棚棚至至少少110000亩亩才才能能投投保保
蔬菜投保有门槛；记者调查：风险高、定损难，农业保险处境尴尬
本报记者 李娜

近期，烟台连续降雨，市
民明显感觉菜篮子越来越难
提，蔬菜价格高过鸡蛋价格
成了常态。市民喊“菜贵”的
背后，是农民眼睁睁看着蔬
菜受灾的无奈。本报24日C17
版就曾报道，因为连续降雨，
有菜农种了3个月的一棚芹
菜全烂地里了，而按照往年
价格，这些芹菜能卖10000
元。有菜农想到了投保，但风
险高、定损难、农民承担保费
能力弱，让蔬菜相关的农业
保险尽显尴尬。另据了解，
2012年烟台全市全年保费收
入突破100亿元，涉农保费却
仅占0 . 03%，而且目前烟台
还没有蔬菜投保的成功案
例。

本报7月24日讯 (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杨新刚 郭永华) 为进

一步提升银企业务合作深度，今年上
半年，农行烟台分行针对当地72户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了普查活动，
依据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差异化的
营销目标和方案。同时，加强公私联
动，积极延伸营销龙头企业产业链融
资业务，促进法人业务与个人业务共
同发展。截至目前，已成功与2户龙头
企业合作开展了农业产业链融资业
务，核定民品贴息贷款额度10 . 1亿
元，占全市民品贴息贷款总额的
43 . 9%，居同业第一位。

农行烟台分行强化

农业产业金融服务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姜宁)

最近一段时间，烟台各家上市公司陆
续开始披露半年报。已经与股民见面
的5家上市公司半年报，在净利润方
面，相比去年都有不同程度下滑。24

日下午，烟台万润(002643)2013年度上
半年报告出炉，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22 . 39%，净利润则同比减少9 . 68%。

“烟台万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加22 . 39%，达到了4 . 8亿元，这主要
是因为销售订单的增加。”一位业内
人士介绍。

许多股民关心，万润的营业收入
涨了，净利润为什么会下跌。业内人
士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烟台万润的应
收账款增多了不少。“从半年报看，万
润的净利润下跌，主要是因为公司存
在1257万元的应收账款。”

“不过万润的前景还是不错的。”
一位股民说。

从公司半年报上也能看出，2013

年6月6日正式投产的“年产850吨V-1

产品项目”，预计本年度将为公司新
增营业收入一亿元，新增利润总额
1700万元，税后利润总额1500万元，这
将大大提升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万润半年报出炉

营业收入增两成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秦雪丽)

胡润研究院22日发布《2013胡润品
牌榜》，200个最具价值中国品牌上
榜。其中山东5个品牌榜上有名，分别
是青岛啤酒、海尔、东阿阿胶、张裕、
海信。作为烟台唯一一个上榜品牌，
张裕排名88位。

胡润品牌榜是国内唯一一个将消
费者对品牌的看法列入考量范围，并
量化为价值来做统计的品牌价值榜。

山东有5个品牌上榜，其中国有
品牌占了3个，分别是青岛啤酒、东阿
阿胶、海信，民营品牌2个，分别是海
尔和张裕，海尔的品牌价值为94亿
元，总排名56位，张裕品牌价值为44

亿元，排名88位。相比去年的排名，两
者的排名位次都有所下降。

对于张裕品牌价值位次的下降，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可能与近期张裕
销售业绩不佳有关。4月26日，张裕A公
布2013年一季报，公司一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18 . 48亿元，同比下降3 . 35%。“三
公消费限制与节俭风的推行，影响了
包括张裕在内的整个葡萄酒行业。”

张裕入围

2013胡润品牌榜

散户参保

保险公司不接受

9日以来，烟台出现连续降
雨天气，雨量大，持续时间长，
导致80%以上蔬菜田土壤水分
达到饱和，甚至浸在雨水当中。
受到水淹等灾害，蔬菜减产甚
至绝产。

许多菜农在受访时表达了
曾经想投保险的意思。“四五年
前就想过这个问题，那时候保
险公司说没有这个险种。”黄务
镇南车门村菜农老胡说，暴雨、
暴雪、大旱都对蔬菜种植有很
大影响，咨询投保碰壁后，他只
能继续靠天吃饭。

“为什么不入保险呢？损失
这么多，总能得到些损失补偿
吧？”7月以来连续降雨，蔬菜减
产部分蔬菜绝产，又有菜农想

起保险的事来。老胡的孩子开
始到处查电话咨询蔬菜保险的
事。

一圈电话打完，等结果的菜
农们纠结了。有好消息也有坏消
息，好消息是现在人保财险可以
给蔬菜投保了，坏消息是10亩20

亩的散户，保险公司不接受。“得
至少是100亩以上的大棚才能投
保，还得是以村或者乡镇为单位
集体参险。”老胡说，保险费率得
根据交纳的保险费、投保面积、
损失程度来定。

损失怎么定？按照什么定？
菜农们对这个很关心，他们担心
的是，出现险情之后，保险公司
定损和实际损失有太大差别。

农业险方面

政策扶持太少

发展蔬菜大棚是农民增收

的有效途径，但是蔬菜种植的
风险性也比较大，一旦遇到暴
雨洪水、冰雪霜冻等恶劣天气，
就会损失惨重。在农业保险上
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扶持蔬菜发
展呢？

记者从烟台市农业局种
植业管理科了解到，目前烟
台只有人保财险和安华农业
保险在开展针对农业的保险
险种。烟台的农业保险主要
是政策性保险，包含的农产
品主要有小麦、玉米和栖霞
苹果，目前尚没有关于蔬菜
方面的政策性保险。

而实际上，农业保险的
开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原因。
保险公司方面认为，农业生
产尤其是经济类农业生产风
险高、定损难；农民方面对保
费承担能力弱，对定损的标
准也有疑问。据统计，2012年

全年，烟台全市保费收入突
破100亿元，达到108 . 14亿元；
承担各类风险责任超过1 . 5万
亿元。而农业险保费为327万
元，涉农保费却仅占 0 . 0 3%，
占总保费的比重微乎其微。
但是，农业险去年赔偿413万
元，对农民的损失是很大的
弥补。

“现在，在农业险方面，
政策性的扶持太少。如果像
种小麦一样，政府给一定的补
贴，菜农参保的积极性肯定会
高起来。”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分
析。他拿小麦、玉米和苹果给记
者形象地解释了一番，小麦和
玉米保险费每一亩是10元，政
府补贴80%；苹果每亩120元，政
府补贴50%。如果大棚蔬菜的
保险，菜农承担一部分，政府能
扶持一部分，保险公司和农民
都会乐意去做这件事。

半半月月内内1199种种蔬蔬菜菜价价格格齐齐““抬抬头头””
统计部门公布近期菜价行情，茄子恶性上涨，每斤涨五成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柳进岭 ) 7

月，烟台鲜菜价格一改往年价
格回落走势，短期内呈现快速
上涨特点。国家统计局烟台调
查队调查数据显示：7月5日-20

日，烟台市场茄子、黄瓜、青椒
等19种鲜菜价格在半月之内频
频上涨，占全部调查品种的
76%。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调

查显示：茄子价格恶性上涨，芹
菜价格大幅上涨。7月5日，烟台
市场茄子平均价格为每千克
4 . 33元，20日上涨到每千克6 . 67

元，上涨54 . 05%，价格短期内呈
现恶性上涨特点；7月5日，芹菜
平均价格为每千克4 . 67元，20

日 上 涨 到 每 千 克 6 元 ，上 涨
28 . 48%，价格半月内呈现大幅
上涨特点。

此外，7月5日-20日，黄瓜、

青椒、菠菜、白萝卜、油菜、菜
花、洋白菜、韭菜等8种鲜菜价
格半月之内强劲上涨，涨幅介
于35%-47%之间，仅次于茄子
价格上涨幅度；大白菜、生姜、
大蒜、西红柿、空心菜等5种鲜
菜价格快速上涨，涨幅介于
10%-20%之间；胡萝卜、豆角、
葱、莴笋等4种鲜菜价格稳定上
涨，价格呈现稳定上涨特点，涨
幅介于1%-10%之间。

对于近期鲜菜价格上涨
的原因，国家统计局烟台调
查队一位负责人分析，持续
阴 雨 天 气 拉 动 鲜 菜 价 格 上
涨 。此 外 ，近 期 降 雨 范 围 较
广，市内、省内、省外大部分
蔬菜生产基地均受到影响，
连 续 降 雨 严 重 影 响 蔬 菜 生
长，使外调蔬菜难度加大，也
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市场鲜菜
价格上涨。

幸幸福福蔬蔬菜菜市市场场供供应应量量锐锐减减三三成成
首批来自南方的救急菜投入市场补缺口

本报7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张倩倩 ) 连续的暴雨给烟

台蔬菜产地造成巨大损失，市
场上蔬菜供应量也减了不少，
幸福蔬菜批发市场蔬菜日供应
量减少1/3左右。24日，幸福蔬
菜批发市场积极组织菜商从外
地抢收货源，首批来自江苏的
救急菜到达市场，解决市场蔬
菜紧缺的情况。

24日上午，从江苏北部运

来的首批救急蔬菜，包括大白
菜、橄榄菜等，如期到达幸福蔬
菜批发市场。幸福蔬菜批发市
场管理处经理邢军介绍，这是
该市场通过从外地引进蔬菜来
保障市场供应的开始，在接下
来的一个月内会持续进行。

据悉，本次大量引入的蔬
菜是直接从产地发货的，主要
是平度、寿光、江北地区、东北
地区的黄瓜、芸豆、四季豆、茄

子等，一个月内大约供应四五
千吨，以填充烟台蔬菜市场的
供应不足。

邢军介绍，市场平时每天
的蔬菜供应量约四五百吨，由
于持续下雨，烟台本地蔬菜产
地破坏很大，整个市场蔬菜供
应量减少了1/3左右。

“市场上蔬菜种类不少，主
要是供应量少了。”邢军介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全国都在下

雨，哪里都缺菜，所以从外面进
菜都很难。“我们也在努力想办
法，联系多方产地、合作社来满
足市场需求。”

此外，去年建成的蔬菜储
备库中有储备蔬菜两三百吨，
能够保证紧急需要。芝罘区商
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从外地运
来的蔬菜直接投入市场，不仅
满足市场需求，还有望平抑目
前较高的蔬菜价格。

洼地里的菜豆受大雨影响，已经淹死了。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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