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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渐行渐远，养禽业如何走出“禽伤”（下）

建立长效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
禽流感疫情发生后，我市及时出台了家禽业扶持政策，行业协会、各合作社也紧急共

商应对措施，开展自救互救。
然而，不少家禽养殖户告诉记者，这些措施确实对稳定家禽生产、保护家禽养殖户利

益起到一定作用，但与禽流感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目前的政策扶持力度仍然显得薄
弱。业内人士也指出，随着家禽养殖业受疫病影响的风险越来越大，全市应该着手建立政
策性保险、专项风险基金等长效保障机制，以促进家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见习记者 潘敏洁 黄国夫

信贷资金支持成“及时雨”

农业保险应为养禽业系好安全带

建立专项风险基金以丰补歉

“今天我们带来了近 80 款产品，并根

据订单数量提供不同程度的让利。”当日，

市永鑫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光在自己

的展台前卖力“吆喝”着。据了解，此次

产品展示交流会与往常不同，眼镜生产企

业绕开中间批发商，直接与眼镜零售商进

行现场对接和洽谈业务。这不仅让眼镜生

产企业直接了解当前市场所需，也使眼镜

零售商在现场能以最低的成本进行采购。

短短一个中午的时间，程永光就谈成了七

八起初步订单意向。

马屿籍企业主叶定坎在重庆市经营眼

镜连锁公司。此次他专门从重庆赶回家乡

参加交流会。“以前，我不太愿意在我的店

里卖瑞安的眼镜。但现在我店里的眼镜大

部分来自瑞安，相当拿得出手，这说明瑞

安的眼镜企业逐步规范和完善。”叶定坎

说，他计划在交流会上采购 20 多万副眼

镜，交易金额超过500万元。

马屿镇是我国主要眼镜生产地之一，

被誉为中国眼镜之乡，马屿眼镜人的足迹

遍布全国。作为温州眼镜行业的核心代

表，多年来马屿眼镜企业通过不断发展，

已拥有一定规模。目前，我市眼镜企业已

与多个知名眼镜品牌建立了眼镜采购与生

产合作关系，每年为市场提供 3000余万副

眼镜，投入研发经费合计超过 3000 万元，

推出新产品近5000余款。

此次大会以“联合·共赢”为主题，通

过举办“瑞安眼镜高峰论坛”、“瑞安眼镜

企业产品展示交流会”等活动，为眼镜生

产商和零售商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在当

日上午举行的“瑞安眼镜高峰论坛”上，

来自眼镜生产商、零售商的多名代表就瑞

安眼镜发展现状、生产商与零售商如何谋

求共赢等问题展开讨论，为瑞安眼镜产业

的未来发展提供思路和方向。

“此次交流会，将促进眼镜产业的生

产环节与销售环节实现对接，绕开中间

商，建立产销联盟平台。”据市眼镜商会会

长方孔利介绍，商会还将计划投资 10 亿

元，建设浙江(瑞安)眼镜光学创意服务平

台，打造研发、产销眼镜产业基地，构建

产学研的完整产业链，全力打造眼镜光学

现代产业集群。

“首届交流会的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将进一步扩大我市眼镜企业的影响

力，增加凝聚力，探索产销联盟的新合作

模式，推动瑞安眼镜产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方孔利满怀信心地说。

据了解，2005 年，为应对 H5N1 禽流感对

家禽业的冲击，国务院下发《关于扶持家禽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对相关企业和农户免

税减税、补贴种禽、财政贴息贷款、延长还款期

限等临时优惠，但大部分措施仅执行到 2006

年底，并未形成长效保障机制。

这一次，针对 H7N9 禽流感对家禽业造成

的巨大损失，在国家层面尚未有相关补助意见

出台的情况下，省市政府出台了禽业发展扶持

政策，但也着重强调对种禽的保护，对损失巨

大的养殖户的保护，仍然显得薄弱。

蓝灵肉鸽专业合作社社长潘光伟表示，家

禽养殖业一方面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增收，

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千家万户居民的菜篮子供

应，维护家禽养殖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关

乎民生、关乎社会稳定的大事。这几年各级政

府部门为促进养殖业发展，出台了不少扶持政

策，但家禽养殖业现在更需要雪中送炭。

“这次突如其来的禽流感对我们来说是始

料未及的。亡羊补牢，现在家禽养殖业需建立

长效的保护机制。”潘光伟认为，在这次疫情

中，流动资金的缺乏使得养禽户在疫情面前只

能听之任之，如果成立专项风险资金，能有效

地避免这种状况。

“由政府在农业发展资金中拿出一定的比

例作为补助，同时，我们家禽养殖企业或专业

合作社共同出资，建立应对特定疫病的专项风

险基金，在遇到重大疫情时使用，以丰补歉，就

能有效缓解疫情对家禽养殖业的冲击。”潘光

伟说。

禽流感发生后，许多养殖户最需要的是信

贷资金的支持。

4 月 17 日下午，备受周转资金困扰的市绿

佳珍禽养殖场负责人王照高，脸上终于有笑容

了。

当日，农业银行瑞安马屿支行工作人员上

门协商，现场签下了 5 万元低息助农贷款协议。

“这笔钱给你们先缓一缓，渡过目前的难关最要

紧。”农行工作人员如是宽慰王照高。

市绿佳珍禽养殖场是我市西部最大的家禽

散养养殖场之一，鸡鸭畜禽存栏量近 2 万羽，以

往每天禽、蛋销售收入过万元。禽流感发生后，

养殖场一夜间变得冷冷清清。这让王照高一度

束手无策。

“市场交易停止，养殖场没有了收入，每天

饲料开支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王照高算了

一笔账，养殖场仅可出栏鸡 1.6 万羽，一天的饲

料开支需四五千元，一个月下来要12万至15万

元。这还不算人工、租金、设备等成本费用。

“以前可以贷款，我们有抵押物——活蹦乱跳

的鸡，可现在，哪家银行敢贷给我们？”王照高没敢

往银行想，没想到农行主动送来了“及时雨”。

“大家齐心合力，相信家禽养殖业能熬过这

个难关。”农行瑞安马屿支行行长吴海紧握着王

照高的手。吴海说，此行就是要与养殖户充分

沟通，了解需求，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大家

共同想办法，努力渡过这个难关。

记者了解到，农行瑞安支行专门下发了关

于对瑞安养殖业信贷扶持的意见。该意见要求

各大网点，不抽资不压贷，同时降低利率扶持养

殖户。“养殖户遇到了发展困境，银行及时帮一

把，将来才能共赢。接下来，我们将梳理存量家

禽业农户名单，了解经营情况，进行针对性扶

持。”农行瑞安支行相关负责人说。

禽流感发生后，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

也纷纷出台扶持措施，优先为养殖户安排信贷

资金，并提供利率优惠。

“我们将继续保持对重点养殖户的扶持，同

时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扩大畜

禽冷藏冷冻、深加工规模，缓解养殖户的销售压

力。”采访中，不少银行负责人发出了这样令人

振奋的声音。

4 月中旬，中国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做好家

禽保险禽流感责任理赔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保监局、保险公司切实采取措施确保农业保险

理赔工作的开展。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市尚无

一家养殖场因 H7N9 禽流感造成家禽养殖损

失拿到理赔。

据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胡一飞介绍，2006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政府推动+共保经

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新体制。“跟商业农业保

险相比，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不以盈利为目

的，社会效益优先；政府对参保农户进行保费

补贴，并分担共保体的赔偿责任费；保费低，保

险责任范围大；保险品种多；盈余滚存，以丰补

歉等优势。”胡一飞介绍。

即便如此，这些养殖险种并没有得到农户

追捧。据统计，去年我市蛋鸡保险 1 户，12000

羽；生猪 1 户，5600 头；奶牛 17 户，822 头；母猪

8 户，1700 头。究其原因，胡一飞分析，农户的

风险意识淡薄，农户觉得保险并不能从根本上

弥补损失。

位于湖岭镇贾岙村的瑞安市诸葛畜牧场，

是今年唯一上保的蛋鸡保险户，从 2006 年政

府推出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该畜牧场均有参

保。在参保的 8 年里，诸葛畜牧场只有一次申

请获得理赔。而面对今年的禽流感，虽然损失

惨重，但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理赔。

为何上保依然无法获得理赔？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公司三农保险

部经理万昌国介绍，对保险公司而言，损失分

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他们只会对直接损失

启动理赔程序，也就说政策性农业保险只针对

养殖环节发生问题做出理赔，养殖户在遭受火

灾、洪水、建筑物倒塌、新城疫、禽霍乱等产生

损失时，可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万昌国强调：“以前对禽流感造成的损失

不给予理赔，但经过保监会和总公司的决定，

在栏里发生禽流感死亡的也将被列入理赔范

围。”但此次的禽流感损失是政府关闭家禽交

易市场、消费者对禽类恐慌不敢消费造成的，

并不是养殖环节发生问题，所以保险公司没有

启动理赔程序。

据了解，目前，由于家禽养殖业疫病风险

高、盈利空间小、理赔复杂等性质，商业保险公

司对此望而却步。不过相关业内人士也表示，

经过此次禽流感，政府部门已经看到问题的存

在，今后，有望通过政府补助，或引进新的机

制，建立起相关险种，一旦再碰到类似问题，为

家禽养殖业撑起保障的晴空。

首届中国瑞安眼镜交流会举行

马屿企业与全国
零售商直接洽谈
预计订单成交额达 2000 万元

■特约记者 方孔德 见习记者 项乐茹/文 记者 庄颖昶/图

6 月 16 日，由市眼镜商
会主办的 2013 首届中国瑞安
眼镜交流盛会，在辰茂阳光假
日酒店举行。马屿 8 家眼镜生
产企业提供了千余款眼镜产
品，与来自全国100余家连锁
零售商直接对接洽谈。

此次交流会为期两天，预
计订单成交额达2000万元。

客商们在瑞安眼镜企业产品展示交流会上选购新产品

嘉宾们在高峰论坛上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