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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海政办规发〔2021〕5 号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海原县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甘盐池种羊场、海城街道办，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海原县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

抓好落实。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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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方案

为有效保护我县林业生态建设成果，防范和抵御森林资源风

险，促进森林生态效益发挥，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宁夏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管理办法》(宁财规发〔2020〕5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

财政厅关于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有关事宜的通知》(宁财农发

〔202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森林资源实际，特制定本方

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

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市），立足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全面实施森

林保险工作，有效保护林业草原生态建设成果，防范森林资源风险，

保障受损森林资源及时得到恢复，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促

进森林生态效益发挥，坚决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

二、基本原则

按照“政府引导、全面覆盖、市场运作、协同推进”的基本原

则，以政府引导为保障，以市场化运作为依托，以自主自愿为前提，

以协同推进为抓手，在全县开展森林保险试点。县财政、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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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保险承保机构等部门和单位协同推进，建立健全森林保险工作

协调机制，共同做好森林保险宣传、承保、理赔、防灾减灾等工作。

三、主要内容

（一）保险标的范围及方式。政策性森林保险对全县范围内

产权属于县级的森林公益林予以保险，并且已完成林权制度改革、

产权明晰、生产和管理正常、具有一定规模（面积在 1 亩以上，不

可折算）多年生长的公益林，以管护公益林法人、乡（镇）、林场

为单位统一组织参保。即管护公益林法人、乡镇、林场作为投保组

织方和被保险人与保险经办机构签订保险合同，并报县自然资源局

审定备案。

根据海原县 2020 年林地变更数据，全县政策性森林保险投保

范围为 17 个乡镇及甘盐池种羊场、海城街道办、海兴开发区以及

6 个国有林场的国有及集体管护的森林资源面积共计 1869598 亩，

其中西华山林场 250915 亩、月亮山林场 58658 亩、拐洼林场 78873

亩、凤凰山林场 26011 亩、呱呱山林场 48275 亩、牌路山林场 11801

亩、各乡镇 1395066 亩（纳入投保的面积以实际确权发证面积为

准）。

（二）保险金额及费率。根据林木损失后的再植成本确定单

位保额为每亩 1000 元，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额 x 保险面积。保

险费率为 2‰。

（三）保险期限及责任。保险期限为一年，具体时间以保险

单载明起止日期为准。在保险期内因火灾、旱灾、暴雨、暴风、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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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石流、冰雹、霜冻、暴雪、地震、林业有害生物等直接造成

保险林木的损失，保险经办机构予以赔偿。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为

抢救保险森林或防止火灾蔓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措施而造成保险

林木损失，保险经办机构也负责赔偿。

（四）保费补贴和结算。森林产权属于县级的，保险费补贴：

中央财政补贴 50%, 自治区财政补贴 30%, 县财政补贴 20%；森林

产权属于其他组织（个人）的，保险费补贴：中央财政补贴 50%, 自

治区财政补贴 30%，县财政补贴 10%，其他组织（个人）自缴 10%。

财政补贴结算方式参照《宁夏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 (宁财

规发［2020] 5 号）有关规定执行。

（五）赔偿处理。保险森林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

险经办机构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 x 损失率 x 受损面积；

损失率＝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损失数量／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数

量。

发生保险理赔时，保险赔付资金由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支付至被

保险人。保险赔款专项用于灾害治理、植被恢复支出。

（六）保险机构。森林保险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各农业

保险承保机构按照 2020 年公开招标的农业保险已中标区域自然开

展森林保险业务，不再另行招标。涉及跨区域的保险标的经县自然

资源局协调对承保面积进行分解后，由相应保险机构进行承保。政

策性森林保险服务期限与农业保险服务合同同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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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森林保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县财

政、自然资源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森林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

全办事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把森林保险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政策性森林保险承保机构要切实加强森林保险基层服务网络建设，

不断提高森林保险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保险经办机构作为市场运作

主体，应在森林保险的产品开发、风险分散、队伍建设及宣传展业

等各方面做好基础工作。县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政策性森林保险承

保机构制定我县森林保险有关制度、协议、技术规范和标准，成立

县级森林保险损失鉴定专家小组，并建立联合工作机制，配合做好

森林保险受灾查勘定损工作。

（二）严格操作流程。各保险承保机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承

保和理赔操作规程，并报县财政、自然资源部门审定备案后实施。

切实加强承保风险管理，承保前应当对保险标的数量、权属和识别

信息等核心要素进行抽验，确保承保信息真实可信、切实防范虚假

承保行为。要加强标的基础信息管理和承保档案管理，承保单证、

标的信息、核保材料，应及时归档、统一装订、归口管理。要优化

理赔流程，规范理赔标准，加快理赔速度，及时足额予以赔偿。鼓

励承保机构在财政补贴型保险之外，开发高保障、个性化的森林保

险补充产品，提高服务质量。保险灾害发生后，损失认定在县级森

林保险损失鉴定专家小组的监督指导下，由政策性森林保险承保机

构与被保险经办机构共同查勘、评估、定损，如有争议，可以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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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或有相关资格的专家，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

定。

（三）强化协作配合。县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保费补贴资金

管理，及时核拨保费补贴资金，并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对森林保险承

保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县自然资源部门要做好行业指导与监管，充

分发挥林业灾害防治组织体系作用，以及灾情防控和专业技术优

势，加强灾情防控，做好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防灾减损

工作。及时向保险机构提供辖区内灾情、灾害发生、损失情况等相

关信息，指导林业生产经营者及时做好灾害预防，监督、组织开展

灾害治理与恢复植被等工作。积极协助政策性森林保险承保机构开

展宣传动员、承保展业、信息登记、查勘定损、技术服务等工作，

所产生必要的经费和劳务补贴，由政策性森林保险承保机构按照相

关合同约定予以支付。

本方案自 2021 年 5 月 30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