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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货”助力甘肃静宁兴果强农
侯雅洁

新年伊始，甘肃省静宁县新义村的
苹果种植户王凡吉便收获了一份“稳稳
的幸福”。“去年我投保了 2.2 亩苹果，自
己 才 缴 了 156 元 的 保 费 ，结 果 赔 下 来
1419 元，有了‘保险+期货’，收入稳了，
种果更有盼头！”王凡吉的感慨，道出了
静宁果农的共同心声。

静宁，这座地处西北的小县城，却有
个“第一”的头衔——全国苹果规模栽植
第一县。近年来，静宁持续推进苹果产
业提档升级，苹果种植面积超百万亩，
全县产量 121.6 万吨，实现产值 75 亿元，
苹果产业已成为静宁老百姓增收致富和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然而，在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存
在诸多隐忧。生产成本攀升、灾害天气
频发、市场波动剧烈，“果贱伤农”的现
象时有发生。如何破解“丰产不丰收”
难 题 ？ 静 宁 以 苹 果“ 保 险 + 期 货 ”为 抓
手，探索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果农
共同构建的“风险共担”机制，不仅让农
户稳收增收，也让静宁成为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的全国样板。

“保险+期货”稳收入
果农吃下“定心丸”

过去，静宁果农最怕两件事：天灾和
价跌。

苹果价格波动大，有时候增产丰收
了，却不一定能找到好销路、卖出好价
格。“果树就是我们的‘铁杆庄稼’，前些
年苹果丰收了，价格说跌就跌。”王凡吉
回忆道 ，2017 年苹果大丰收 ，收购价从
每斤 3 元跌到 1 元，辛苦一年白忙活。

转 折 来 自 苹 果 期 货 的 上 市 。 2017
年，作为全球第一个鲜果期货品种，苹
果 期 货 在 郑 州 商 品 交 易 所（以 下 简 称

“郑商所”）成功上市。2018 年，静宁县
联合郑商所、中投银河帮扶系统内的银
河 期 货 ，实 施 全 国 首 批 苹 果“ 保 险 + 期
货”试点项目，探索“保价格、稳收入”的
金融支农新模式，把静宁这个曾经的国
家级贫困县和金融市场紧密地连在了一
起。

这一模式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
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相结合：农户
购买价格保险，若市场价低于约定目标
价，保险公司赔付差价；而保险公司则
与期货公司合作，通过期货市场对冲风
险，形成闭环。

项目的顺利实施给果农吃下了“定

心丸”。“这几年来，县里给老百姓上了
期货价格保险，咱们也就踏实多了。苹
果价格涨了，卖苹果挣钱；价格跌了，也
有保障，保险公司会赔付。现在我们不
仅靠苹果吃饱了肚子，还过上了富足的
好日子。”王凡吉说。

“苹果项目在静宁已经开展七年了，
可以说是硕果累累。”静宁县农业农村
局 局 长 戴 康 介 绍 ，静 宁 苹 果“ 保 险 + 期
货”项目是 2024 年郑商所在甘肃省支持
的唯一项目，也是郑商所支持范围内规
模第一的县域项目，覆盖了全县 18 个苹
果主产乡镇 238 个村的 20119 户果农，投
保面积 5.56 万亩，投保数量 6.67 万吨，保
障金额 5.11 亿元。项目总保费 2000 万元，
实现赔付 3523.74 万元，赔付率 176.19%。
算下来，农户每亩自缴保费 72 元，最终获
得赔付 633.55 元，保障效果很好。

为进一步发挥金融支农的作用，在
郑商所的支持下，银河期货持续扩大苹
果“保险+期货”保障覆盖面积，并联合
县政府探索建立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
联动机制，形成了“新植建园阶段产业
奖补保产业开发、种植生产阶段政策性
农业保险防自然灾害、上市销售阶段期
货价格保险促产业增收”的全产业链风
险防范保障体系，进一步为静宁苹果产
业发展保驾护航。

期货助力标准化
产业升级显成效

金 融 工 具 不 仅 是 产 业 风 险 管 理 的
“稳定器”，也是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过去，由于产业标准化程度较低，在
苹果现货贸易环节中没有统一的标准流
程和定价准则，产区和销区之间信息不
对 称 ，“ 一 地 一 价 ”“ 看 人 定 价 ”现 象 普
遍，果农在议价中常处于弱势地位。

苹果期货的上市为苹果市场提供了
价格发现机制，让苹果价格更加透明，
也让果农有了议价权。对此静宁县甘沟
镇杨咀村果农樊森深有体会：“以前苹
果摘下来直接卖，碰到多少就卖多少，

价钱由果商和代办说了算。现在苹果下
树后多看看期货价格，再跟客商谈价格
的时候，心里大概就有底了。”

此外，期货交割标准的推行，促使产
业链在种植、分选、储藏、销售等环节提
高标准化水平。

走进德美地缘苹果期货交割仓库，
一颗颗红苹果“列队穿梭”在现代化的
苹果智能分选线上，工人正有条不紊地
忙碌着。2018 年苹果期货上市之初，德
美地缘集团冷链物流产业园综合冷库就
被郑商所指定为苹果期货交割库。

成为苹果期货交割库后，德美地缘
集团率先引进苹果光电分选线，搭建起
农产品冷链物流园，参照苹果期货质量
标准对果农苹果进行收购，不仅大幅提
升了果品质量标准，还带动了周边地区
企业来静宁采购、选果，促进了当地仓
储、物流等行业的发展。如今，静宁县
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的果品集散中心，静
宁 苹 果 价 格 成 了 甘 肃 苹 果 价 格 的 风 向
标。

随着期货标准化分级理念逐渐深入
人心，“按照期货交割标准种苹果”在静
宁成为广泛共识。静宁苹果现货市场更
加重视标准化分选分级，种植端也更加
重视提高种植管理和标准化生产水平。

目前，静宁已建成绿色果品认证基
地 50 万亩、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基
地 1 万亩和出口基地 18.4 万亩，果品商
品率和优果率分别达到 95%和 75%。龙
头企业引领、合作社组织带动、能人大
户示范、园区集约发展的现代果业发展
模式正逐步形成。

延链补链强链
小苹果书写大产业

将小苹果发展成大产业，完善的产
业体系必不可少。

静宁农村人口占比较大，果农人均
果品收入超过 8000 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70%以上，是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主导产
业。但静宁苹果产业在冷链物流、精深

加工、品牌营销等方面也曾存在短板，
成为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掣肘。

近年来，静宁县着力提高苹果附加
值，不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全力
做好产业增值大文章，推动苹果产业由
单一化向现代化、生态化、集聚化发展。

走进陇原红果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加工车间，色泽鲜艳的苹果，经过清洗、
分拣、去皮、去核、分瓣、切片、烘干等工
序，变成苹果脆片、苹果干、苹果果脯、
苹果汁、苹果醋等产品。“2024 年，公司
共 收 购 鲜 果 8000 多 吨 ，目 前 加 工 鲜 果
2000 多吨。2 条生产线总产量 3000 吨，
总产值可达 4000 万元。”公司副总经理
何鹏虎介绍。

随 着 苹 果 期 货 功 能 的 发 挥 和“ 保
险+期货”项目的深入推进，在静宁，越
来越多龙头企业参考期货标准，大力发
展基地化苹果种植和果汁果醋、苹果脆
片等上下游产业，推进“静宁苹果”产业
延链补链强链，稳定了“一业主导、产业
融合、多元发展”的县域经济格局。

七年深耕，“保险+期货”在静宁结
出硕果：农户收入稳了，产业抗风险能
力 增 强 了 ，静 宁 苹 果 的 品 牌 更 响 了 。
2024 年，静宁苹果品牌价值达 170.09 亿
元。全县苹果出口基地扩至 18.4 万亩，
产品远销东南亚、欧洲。

静宁的探索并未止步于苹果产业。
依托苹果“保险+期货”模式打下的良好
基础，静宁县先后开展了全国规模最大
的牛产业保险项目、蛋鸡产业链保险项
目等多个“保险+期货”项目，以及国内
首创的政策性场外期权的探索，全面服
务静宁县“南果北牛”的农业布局和“静
宁烧鸡”等特色产业的保价稳供。

站在黄土高原上眺望，连片的果园
孕育着无限的希望。静宁苹果“保险+
期货”模式的探索，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县域
特 色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了“ 期 货 力
量”和“金融智慧”，也为其他地区提供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分答卷。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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