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跃升浙江辖内地方特色农险第一大险种

“新农人”创业致富 “新农综”保驾护航

人保财险桐庐支公司工作人员与茶农一同查看“新农综”茶叶保险受冻雨灾害的影响情况。

太平洋产险农险专员为淡水鱼养殖户现场验标。

人保财险桐庐支公司工作人员走访新农人群体，
宣传介绍“新农综”农机保险。

上好“金融知识第一课”

“叮铃铃”上课铃声响了，温州市绣山小学的课堂
上，一位身穿银行制服的小姐姐走上了讲台，孩子们
好奇地打量着，对这位陌生的“老师”产生了兴趣。经
过一番自我介绍，孩子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中国银
行温州市分行的讲师姐姐来给他们上金融知识课啦，
以期让他们对货币能有正确认识与理解。课堂上，讲
师以“钱是哪里来的”为切入点，引起孩子们争相举手
回答，各类五花八门的答案，十分有趣。中行讲师以
生动有趣的方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
让孩子们领略了货币发展的魅力。下课铃声响起后，
孩子们还意犹未尽，追问中行讲师什么时候再来上
课。绣山小学的老师表示，这样的金融知识课堂对于
孩子们的成长非常有益，课堂外的知识有助于孩子全
面素质的提升。

这是中行温州市分行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温州分局开展 2024年金融知识“五进入”集中教育
宣传活动号召，组织的一场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群体的金融知识素养，中行温州市
分行辖内各支行纷纷组织一个个志愿宣传小分队，走
进各地中小学校，为青少年上好“金融知识第一课”。

带上满满的宣传物料和精心准备活动课件，在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平阳监管支局的指导下，中行温
州平阳支行的金融知识宣传小队早早地做好准备，联
合当地公安反诈中心部门，走进平阳古鳌头学校开展
金融知识宣教活动。活动现场，中行讲师化身金融宣
传大使开启晨训后的第一课，通过现场讲解及远程视
频连线平阳县反诈中心民警的方式，为30多名学生带
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金融课。中行讲师结合当前常

见的、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游戏诈骗、缴费诈骗、粉
丝福利群诈骗等的诈骗手段，特别是时下新型电信诈
骗网络犯罪“校园贷”，“以案说险”提醒学生们“避坑”
各类套路陷阱，并总结朗朗上口的“网络安全六警惕”
防骗口诀，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增强学生风险防范意识
和识别能力。同时，中行温州平阳支行通过开展金融
知识竞赛、设置课堂金融知识宣传展板等形式，让学
生们进一步“沉浸式”地参与到互动学习中，激发其深
入学习金融知识的热情。

中行温州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行将继续强
化与各大高校、中小学的合作宣传，持续打造中行特
色宣教品牌，全力做好青少年、在校学生群体金融教
育，助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为提升在校学
生、青少年群体的金融素养贡献“中行力量”。

呵护特殊未成年群体成长

一直以来，老年人、青少年、农民、大学生等重点
人群以及特殊群体，是金融消费权益易受侵害的群
体。为避免这些人群遭受经济损失，多渠道、多形式
开展金融教育宣传，就成为必要之举。

“同学们，如果遇到像刚才一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
及时告诉警察、家长、老师们，千万不能随便地把身份证
银行卡借给对方。”温州银行苍南县党员突击队员们不
久前组织开展了“一起守护星星的孩子”主题活动，为特
殊群体的孩子们送去温暖，也带去了金融知识。

金融宣教的道路上，特殊未成年群体的金融知识
宣教是金融知识普及工作的重要一环。考虑到学生
们的独特性，温州银行苍南支行的党员们认真研究，
准备了丰富的图片素材，将一个知识点拆分成漫画、
演绎成情景短剧的方式设计课程。在苍南县特殊教

育学校的课程实践中，银行
工作人员与学校老师配合
默契，用浅显易懂、活泼明
快的 PPT 和现场互动的方
式，生动有趣地讲解货币的

“钱”世今生，孩子们在课堂
上自主去观察藏在人民币
中壮丽的河山与雄伟的建
筑，去体验蕴含在钱币中的
中国民族文化。课堂中还
穿插着有趣的互动问答环
节与模拟市集体验，在游戏
中孩子们展露出天真的笑
容，踊跃发言，与银行员工
频繁互动，充满趣味的思考
题更是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在苍南县欣培康复培
训学校，银行员工们尝试通
过开展孤独症日户外绘画
活动，与孤独症孩子们共绘
五彩斑斓的画卷，画出纸币
上的山川河流，用关爱与陪
伴进行交流，为这些星星的

孩子们点缀出闪烁的光芒。
长期以来，温州银行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标，重点面
向“一老一少”等重点客群，为消费者保驾护航。在
315消保宣传服务月、415全民国家安全日教育日等
活动期间，温州银行各网点支行长主动担任“大堂经
理”，与客户开展“零距离”接触，在网点大堂组织“金
融知识小课堂”，支行长担任讲解员，主动向每一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讲解防诈反洗钱、征信宣传等知识，
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校园宣传要“因材施教”

金融知识进校园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如何使

金融意识和金融知识深入青少年人心，起到实实在在
的指导作用，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校园
金融宣传工作要讲究“因材施教”，金融知识进校园，
要从学生的认知能力、自身特点出发，这样才能让金
融知识的普及事半功倍。

5月 14日，平安银行温州瑞安支行的“金融课堂
智慧成长”消保小巴士开进了瑞安市万松实验小学，
该行的金融公益宣讲员为该校的 40名学生带来一堂
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启蒙课”。学生们零距离学习
货币知识，加深对电信诈骗的正确认知，进一步引导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融观、消费观及金融安全意识。
活动现场，平安银行温州分行金融公益宣讲员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解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揭露
常见的金融骗局与诈骗手段，分享防范诈骗小妙招，
进一步增强学生们的反诈知识积累。课堂富有趣味、
寓教于乐，学生们热情高涨，互动踊跃。

本次活动中，平安银行公益宣讲员还带来了“识
货小能手”“点钞小达人”“反诈小先锋”等丰富多样的
课堂小实践。学生们通过观察触摸宣讲员带来的人
民币，学习辨别真假人民币；“小小银行家”职业体验
环节学习了正确的点钞姿势；反诈知识抢答收获“反
诈小橙花”奖励等，丰富的课堂实践进一步加深了学
生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该行还向学校
赠送了少儿财商启蒙书籍，帮助小学生系统学习金融
知识、提高金融素养。

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一直以来，平安银行
温州分行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尤其是
在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的过程中，也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宜抓早抓小。近年来，该行通
过“银校合作”，积极构建校园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
制，与温州商学院联合共建温州市金融教育示范基
地，与泰顺九峰小学建立支教结对机制，通过联合平
安集团各专业公司成员组建专业讲师团、打造特色课
堂、专题活动进校园等，以线上+线下模式，多样化、立
体式开展系列金融知识普及活动，结合青少年群体个
性需求，定制化开展金融教育宣传，以趣味互动赋能
金融公益，进一步提升在校青少年人群的金融素养。

一堂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启蒙课”

金融知识进校 点亮消保微光

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金融讲师进校园普及金融
知识，提升青少年金融素养。

平安银行温州瑞安支行的“金融课堂 智慧成长”消保小巴士开进了瑞安市万松实
验小学。

温州银行苍南支行员工进校园为学生上金融知
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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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
在先行试点地区浙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切实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服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辖内各监管
分局联合当地政府，加强政策引领，推动保险机构积极探索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保险（以下简
称“新农综”保险）试点。

目前，“新农综”保险已经成为浙江辖内地方特色政策性农险业务的第一大险种，近3年累计实现
保费收入3.7亿元，为4.6万户次农户提供了337.5亿元风险保障（不含宁波，下同），在服务浙江农业生
产转型、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通讯员 周雨澄 本报记者 赵琦

“贝壳居然能当钱用？”“‘钱’长什么样呢？”“你中
奖了要相信吗？”……瑞安市万松实验小学的40名小
学生正在津津有味地听讲，金融公益宣讲员通过动
画课堂引入、形象图文讲解、课堂知识抢答、游戏互
动等形式，为他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启
蒙课”。

这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部署开
展的2024年金融知识“五进入”集中教育宣传活动中

“金融知识进校园”的一幕。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关于县域派出机构开展金融知识“五进入”集中
教育宣传活动的统一部署，浙江监管局组织县域支局
指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五进入”集
中教育宣传活动。

金融知识进校园，提高在校师生的金融风险防范
能力，是“五进入”集中教育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在
监管部门的部署下，各银行保险机构走进校园开展别
开生面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不仅丰富了学
生们的金融知识，也为校园金融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讯员 徐梦茜 欧雪芳 戚诗偲 王淑晓
本报记者 徐慧敏

多样场景

直击生产经营风险直击生产经营风险““痛点痛点””

传统农险产品聚焦单个品种的风险保障，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的风险需求不相适应。“新农
综”保险提供包括成本损失、收益补偿、财产安
全、人身意外、经营责任等在内的一揽子、清单式
综合风险保障，农户既可以投保全部险种，也可以
选择部分险种、部分标的进行投保。该险种具备保
险标的多样化、保险责任多元化、风险保障多重化
的特点，更加切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经营、
市场化运营的综合性保障需求。如杭州“新农综”
保险项目覆盖种养损失、雇主责任、财产损失等七
方面保险责任，覆盖粮油作物、蔬菜瓜果、养殖等
八大类、近170个农业品种，覆盖自然灾害、疾病疫
病、病虫害等 20 余种灾害风险，形成品种丰富的

“农险超市”。

多重补贴

畅通经营主体致富畅通经营主体致富““堵点堵点””

财政补贴和保险赔付情况是影响农户投保积极
性、提高保障覆盖面的重要因素。从试点情况看，
浙江辖内各地区均为“新农综”保险发展提供了较
高水平的财政补贴，市县两级财政合计提供 50%～
90%的补贴，并将财产、人身、责任等涉农保险也
纳入补贴范围，有效缓解农户投保资金压力。保险
机构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合理设定保险费率，积极
降低理赔门槛，让利农户。如衢州优化保险方案，
将保障责任中的干旱理赔标准由重旱级别调整为中
旱级别，将低温冻害标准由 7日内出现三天气温≤-
2℃调整为10日。据统计，近3年辖内“新农综”保
险产品累计为1.2万户次农户赔付3.4亿元。

“刚开春，我养的这批鱼就感染了水霉病和出血

病，一下子死了大半。多亏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及
时委托水产专家来帮我一起查找原因、解决困难，
渡过了这个难关。”桐庐县某水产养殖场负责人看着
刚到账的理赔款高兴地说。

水产养殖春季管理关系到一年养殖生产活动的

成败。春季气温回升后，池塘底部积累的各种有
毒有害物质逐渐分解向水体释放，容易导致淡水
鱼免疫系统损伤，从而感染细菌性病害，死亡率
极高。

为了帮助养殖户完善风险保障，提升养殖积极
性，中国太保产险浙江分公司推出了养殖业综合保
险，单次事故定损金额达到 3000元起赔门槛即可获
赔，在地方政府补贴下，部分养殖户仅需承担 20%
的保费，就能防范养殖过程中需要面临的多重风
险，让养殖户吃下了“定心丸”。

多点开花

打造农业现代化打造农业现代化““亮点亮点””

2014年衢州等地推出“家庭农场综合保险”项
目以来，“新农综”保险试点不断拓面、试点内容不
断深化。如杭州2018年在余杭区试点，2021年全市
范围推广；2022年将“新农综”保险扩面列入市政
府年度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当年惠及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1.6 万余户。温州试点“综合保险+数智化融
资”服务，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保情况等纳入银
行数智化评价体系，予以综合评级授信。杭州、衢
州、绍兴、金华、台州、温州、嘉兴等地市已经开
展“新农综”保险业务，其他地区也在积极谋划开
展试点。

在浙江实施“新农人”培育行动的大背景下，
一批又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涌现，成为推动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然而，面对农业生产用房、设
备损失和雇员意外等风险，亟需更有力的风险保
障。基于这样的实际需求，“新农综”保险应运而
生。投保人只需填写一张投保单，即可实现多个保
险产品的购买，满足一揽子保障需求。

杭州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新农综”保险
的受益企业之一。该公司在一场火灾中遭受重大损
失，冷库用房和设备严重损毁。悲伤之余，企业
负责人想到了之前在人保财险浙江分公司投保的

“新农综”保险，通过快速的理赔流程，很快获得
了 482万元的保险赔款，渡过了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