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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闷死死44331100斤斤鱼鱼，，渔渔民民获获赔赔88662200元元
我省试点内陆渔业养殖险，投保渔民首获赔付

本报济宁8月7日讯(记者
王洪磊 实习生 冯梦影 通
讯员 周健) 7月中旬，山东省
渔业互保协会和济宁市渔业局
在邹城市进行内陆渔业养殖财
产保险试点，渔民李生存因天
气闷热死了4310斤鱼，根据协
议，他获得 8 6 2 0元的赔偿。这
是山东省首例内陆渔业养殖险
赔付案例。

今年7月，山东省渔业互保
协会和济宁市渔业局在邹城试
点内陆渔业养殖险，意外死鱼
能获得成本8 0%的赔付。李生
存当即签订了保单，为他 1 4 0
亩的白鲢鱼池塘投了 8 0 0 0多
元的保险。

7月23日，由于持续多日的
阴雨天气，李生存的鱼塘出现了
1000多斤的死鱼，第二天又死了
3000多斤。25日，互保协会的工

作人员接到李生存的电话后就
来到池塘进行核实情况，确定共
死亡4310斤白鲢。“他们对鱼苗
费、饲料费、人工费等成本进行
了核算，然后按成本的80%进行
赔偿，最后确定了8620元的赔偿
金额。”58岁的李生存说，没想到
阴天闷死鱼这种意外都能获得
赔偿，养殖险是他20多年来一直
所期盼的。

“鱼的死亡率比较高，暴雨、
旱灾、雷击，甚至阴天导致的缺
氧都会造成大量的鱼死亡，更不
用说败血症等常见的鱼病导致
的死亡了，20多年来，没有哪一
年不发生死鱼情况的，但只能自
认倒霉。”李生存说。

“内陆渔业养殖险主要针对
内陆湖区养殖水域、淡水精养池
塘等渔业生产区。”济宁市渔业
局相关负责人说。

“渔业养殖的面积一般都大，
从投放鱼苗，到投放饲料，再到防
疫药物等等，在一年的生产周期
内，养殖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金。”济宁市渔业局渔业船舶检验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渔业生产
是项高风险行业，一场严重日常
灾害或者疾病往往导致渔民血本
无归，来年没有经济能力继续进
行生产，所以推行能给养殖户重
新启动的保障资金的养殖险十分
必要。

虽然养殖户对内陆渔业养殖
保险的需求十分迫切，但是全国
范围内都没有一家保险公司独立
运作此项保险。“渔业养殖的事故
率相对较高，风险较大，保险公司
几乎没有产生利润的空间和可
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运作渔业养
殖保险。”船舶检验科的负责人
说。

“今年主要是摸索成熟的路
子，总共同三位养殖户签订了养
殖互助保险合同。”济宁市渔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内陆渔业养
殖保险对切实保护渔民群众养殖
财产安全，增强广大渔业养殖业
户在遭遇突发风险时的抵御能力
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趋势是进
行大范围的推广，养殖户的资金
起到主导作用，政府资金起扶持
作用。

本报记者 王洪磊

养殖险风险太大

保险公司不愿接

有了内陆渔业养殖险，出现意外死鱼可以得到一定赔付。 周健 摄

本报青岛8月7日讯(记者
杨林 ) 为保护生态，青岛正规
划在崂山原地建保存区，加大对
野生珍稀植物的保护。

7日，青岛市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桔梗、刺楸确有食用
价值，但野生的不多，老百姓采
摘的和市场上出现的大部分都
是人工种植的。野生桔梗、刺楸
大都是零星分散生长，且海拔较

高，不易采摘。农家宴等经营者
称其为野生的，是为了招揽食
客。青岛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高
级工程师迟仁平称，桔梗和刺楸
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保
护植被和生态环境的角度考虑，
如果发现有人滥采滥挖，工作人
员将依法予以制止，这种情况也
都是极个别行为。

青岛对生态建设特别是资

源保护工作高度重视，2012年起
开始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在大规
模植树造林增加绿量的同时，不
断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组建
了近5000人的森林管护队伍，实
行网格化管理。为进一步加强野
生植物保护，对一些珍稀乡土树
种，虽未列入国家保护名录，青
岛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对
珍稀植物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

重点保护，建立自然保护点；对于
景观价值和科学价值高的，建立
专类植物区，实行重点管理。

青岛正在积极推进崂山珍
稀植物保存区建设。规划在崂山
原地建保存区保存紫椴、红果山
胡椒、胶东椴、野核桃、山茶、光
萼溲疏、红楠、华山矾、三桠乌
药、野柿、崂山梨等11个树种，总
计2000亩。

青青岛岛要要建建珍珍稀稀植植物物保保存存区区
同时推出多项措施严防采挖珍稀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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