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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采用新标准评价空气质量，今年优良率目标是80%

指指标标变变细细致致，，““蓝蓝天天””门门槛槛更更高高了了
本报2月28日讯(记者 吴江

涛)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环境工
作会议上获悉，2014年市区空气质
量优良率的目标是80%，相比去年
90%的目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对
此，烟台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解释
说，今年烟台将实行更为严格的空
气质量新标准，新标准比旧标准更
难达标，所以80%的目标并不比去

年的90%容易实现。
烟台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科

高级工程师王晓军介绍，2013年
烟台实行的空气质量标准是1996

年的老标准，2014年烟台将根据
要求正式实行2012年的新标准，

“一些污染比较重的城市已经率
先实行新标准了，根据安排，烟
台今年将开始实行。”

王晓军告诉记者，1996年的
老标准，只有PM10、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三个污染项目，而2012年
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增了
PM2 . 5、臭氧、一氧化碳3个污染
物项目。也就是说，污染物的指
标比以往更多更细致了，其评价
结果也将更加接近公众的真实
感受，尤其是公众比较关注的

PM2 . 5，也纳入了新标准中。
此外，新标准的达标门槛也

随之提高，“比如二氧化氮，老标
准0 . 8mg/m3就达标了，新标准则
需要达到0 . 4mg/m3才能达标。”
王晓军介绍，不少指标都比之前
提高了不少标准。此外，新标准
只有一级和二级，以前老标准中
比较低的三级取消了，这也提高

了达标的门槛。
虽然今年烟台空气质量优良

率的目标定在了80%，比去年的90%

低了10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意味着
空气质量会变得更差，而是“蓝天”
的门槛变得更高了。“实际上新标
准的80%和老标准的90%，同样不容
易实现。”王晓军说，新标准给环保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谋划城镇化发展

本报2月28日讯 (记者 王晏
坤) 2月28日下午，烟台市委召开
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全省城镇化工
作会议精神，研究烟台市贯彻落实
意见。市委书记张江汀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
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
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姜异康书
记、郭树清省长在全省城镇化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就推进全省城镇化
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
全省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认
识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烟
台市实施“一二四五”发展思路的
必然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
信心，推动全市城镇化工作再上新
水平。

会议指出，谋划城镇化发展要
厘清自己的思路举措，找准自己的
发展模式。要紧密结合烟台市实
际，依托特殊的丘陵地貌、特有的
村落布局和特色鲜明的胶东民俗
文化、开埠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以

“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功能区带
动为手段，走具有浓郁胶东特色的
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构建以中心
城市为龙头、县域城市为支撑、小
城镇为节点、新农村为基础的新型
城镇化发展格局。

烟台再添6处

中小学实践基地

本报2月28日讯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刘作建) 2月28日，第

二批烟台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
基地合作协议签约暨授牌仪式在
91213部队讲武厅举行，本次新增
了6处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基地，
涉及国防教育、核能科普、航天科
普、自然生态教育、海洋生物科普
教育及少儿职业体验等方面。

本次授牌的第二批“烟台市中
小学综合实践教育基地”有6处，分
别是91213部队(国防教育综合实践
基地)、山东核电有限公司(核能科
普教育综合实践基地)、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第五一
三研究所(航天科普教育综合实践
基地)、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自然生
态教育综合实践基地)、烟台海昌
鲸鲨馆(海洋生物科普教育综合实
践基地)和烟台童趣家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少儿职业体验综合实践基
地)。

据了解，2012年已经签约挂牌
的有烟台市博物馆、烟台自然博物
馆等9处场馆。到目前为止，烟台市
已有市级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基
地15处。

2013年度各县市区已挂牌的
县级综合实践活动共建基地达到
90处。

为汲取贵阳等地公交车爆炸引起火灾事故的教训，2月28日，烟
台港公安局消防支队出动警力，对辖区内30、31、35、50等6个线路的
19辆公交车和企业班车进行了集中检查。确保车载灭火器材、逃生
锤、电器线路配置齐全、保养良好，同时向司机和乘客宣传了应急处
置和逃生常识。 通讯员 李敏 摄影报道

安检避险

去年烟台市农业保险为35万农户提供了6亿元风险保障

葡葡萄萄苹苹果果特特殊殊险险种种，，补补偿偿效效果果明明显显

本报记者 吴江涛
通讯员 王美露

日前，国家统计局
烟台调查队公布了一
份关于农业保险的调
查结果。据悉，烟台市
农业保险从2008年首
先在栖霞和莱山开始
实施，2013年开始推广
到莱州、招远、蓬莱、莱
阳、牟平和福山六个县
市区。2013年，国家统
计局烟台调查队在莱
州市抽取了种植业普
通户等六类不同的农
业生产单位，并调查了
5个村委会。调查结果
公布，农业保险总体实
施情况良好，但也有不
少提升的空间。

农业保险认知度达90%
经过多方大力推广，90%

接受调查的农业生产经营者
都知道农业保险，且大部分农
户知道参加农业保险可享受
财政补贴。

此外，农业保险的受认可
程度也在不断提升，93%的受
访者 (单位 )认为农业保险非
常有必要，在弥补因自然灾

害、病虫害、疫病造成的损失
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截至2013年11月底，烟台
市农业保险承保面积达到
133 . 02万亩，增加118 . 36万亩，
同比增长 8 0 7 . 9 2 %，累计为
35 . 12万农户提供了6 . 04亿元
的风险保障。

其 中 玉 米 投 保 面 积

1 1 2 . 6 0万亩，小麦投保面积
14 . 00万亩，苹果投保面积6 . 00

万亩。承保葡萄面积1 . 0 5万
亩，保费167 . 5万元，提供风险
保障4200万元。

2013年，畜牧业中开展的
保险仅有针对肉牛的保险，参
保数量4308头，2012年参保数
量为零。

玉米参保面积超4成
据介绍，种植业参保情况

良好。全市玉米参保面积占播
种面积的40 . 90%，小麦参保面
积占全市小麦播种面积的
6 . 25%。种植业参保情况较好，
一是由于种植业保险开展时
间最早，推广范围比较大；二
是保费率比较低，玉米保费率
为 3 . 3 3 % ，小 麦 保 费 率 为

3 . 13%，且保费中财政补贴比
例达到了80%。

由于畜牧业开展的险种
有限，猪、羊、家禽等都没有开
展保险，因此参保数量还比较
低。

据了解，2013年在继续开
展小麦、玉米、苹果等保险的
基础上，烟台市又增加了葡萄

种植险和肉牛保险，设置的险
种达到了五种，种类还比较
少，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的
需要。

调查显示，2013年种植业
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金额为
850万元，为2012年的14 . 3倍，
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列
入每年市县的财政预算中。

2013年自然灾害的发生
频率较常年偏高，农作物受害
面积增加。经勘察统计，承保
的133 . 02万亩农作物中约有
32 . 13万亩受灾，损失金额达
到2900万元。截至2013年11月，
各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达到
1780 . 09万元，受益农户1361万
户，对农户的经济补偿作用比
较明显，特别是葡萄、苹果等

特色险种，补偿效果更为明
显。

据了解，2008-2012年开
展农业保险的仅有人保财险
一家，2013年安华农险、中华
联合保险两家公司加入，充实
了市场主体，形成了良性竞争
的格局。2013年烟台市未发生
一起骗保现象。

2013年，参加农业保险的

农户或单位对农业保险实施
的满意度达到了60%，如果加
上基本满意，满意度近90%。
其中，参保者对参保程序的便
捷程度评价较高，满意率(包
括基本满意)达到80%。由于农
业保险业主要是种植险，不能
完全满足农户需要，对保险涉
及产品种类的满意率(包括基
本满意)达到40%。

去年1361万户农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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