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中野猪致害事件频发追踪

广安市前锋区：
向借培训名义搞公款旅游问题亮剑

“请各单位仔细复核，是否存在已证实出现公款旅游问题的班次而
参训人员未主动说清、单位自查未发现现象，是否存在只排查正式干部
职工而遗漏临聘人员等情况……”广安市前锋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
在借培训名义搞公款旅游问题排查整治专项复核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一方面，该区先后印发《排查整治工作通知》和《专项复核工
作通知》，为整治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另一方面，开展两轮谈心谈
话，督促自纠自查，覆盖科级领导干部600余人次，自查946个培
训班次，自查问题122个。此外，明确“特殊地点、往返路线、往返
时间、特殊项目、可疑费用”等五个可疑点，对交叉检查重点单位，
共发现问题班次42个，涉及293人，173名干部主动说清问题，主
动上缴违纪款物62.94万元。 （乾季轩）

华西都市报讯（杨艳 记者
曹笑）今年来，泸州市叙永县纪
委监委将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
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整
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
组和乡镇纪委的力量，建立7个
片区联合监督检查组，制定监督
工作清单，明确4个方面21项监
督细项，常态化开展政治监督。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和撂荒地等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落细落实。

“督查发现落卜镇云山坝村
70余亩撂荒田的问题后，我们
立即与镇村干部现场办公，了解

撂荒原因和现状。”随即，监督
检查组将该问题交办镇纪委督
促整改。

镇纪委将该问题作为跟踪
督导的重点，采取每周督办、半
月交账的方式，对撂荒地治理
情况实行全流程追踪问效。

“我们邀请了农业技术人
员现场查勘，研究‘烂包田’复
耕复种的措施。”据云山坝村党
支部副书记于勇介绍，镇农业
农村办和村“两委”迅速行动，
邀请专业人员进行分析研判和
技术指导。最终，通过购置

“船儿机”除草粉碎填埋的方

式，让70余亩撂荒了多年的农
田改了“容颜”。同时，加强复
耕复种技术指导和政策宣传，
免费为群众提供所需机械，发
动群众的力量治理撂荒地。

据悉，叙永县纪委监委联
合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发改、财
政等相关部门，开展耕地保护和
粮食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紧扣用
地审批、耕地占补、粮食收储及
购销、粮食补贴政策落实等情
况，开展“下沉式”监督。截至目
前，全县监督发现问题17个，督
促整改15个，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3人，组织处理2人。

泸州叙永：纪委监督守牢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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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颖

近年来，巴中森林覆盖率
稳步提升，已达 63.18%。不过
生态变好也有“烦恼”，野生动
物尤其是野猪致害的案例频繁
发生。通江、南江一些区域的
百姓苦猪害久矣！

为了尽力弥补群众所遭受
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2019
年，南江县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
况下，在全省率先购买野生动物
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2021
年，通江县政府也购买了同类保
险。据了解，巴中市其他县区也
在陆续跟进中。

这一惠民政策执行至今，
进展如何？近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

村民声音
多人反映：

“从未拿到保险赔偿”

通江县空山镇后坝村海拔
1100多米，是一个距离县城百
余公里的高海拔山村。

后坝村村支书张成元介
绍，当地盛产玉米、马铃薯、红
薯，田地大多靠近山林，野猪出
没极为频繁。村民们想尽各种
办法驱赶防范野猪，甚至在地
里搭了棚子，人就住在里面“蹲
守”，但只要离开两三个小时，
一亩庄稼就被野猪糟蹋殆尽。

庄稼被野猪糟蹋，可以报
保险。去年，村干部向全村传
达相关政策后，后坝村村民彭
显堂、宋昌辉、王学堂由于农作
物受损给张成元打来电话。随
后，三人按照要求发来庄稼受
损的照片和视频。张成元则按
照程序及时将情况上报给镇林
业站，对方当时说，保险公司会
尽快来人解决。

可等了半天，却没有拿到
赔偿。“到现在都没有来人，更
别说赔偿了。”张成元说，其间，
三人多次问过他赔偿的事，还
质问他“干部啷个说话不算
数？”

除上述三人以个人名义申
报赔偿外，当地村委会还以集
体名义申报过六起赔偿，但都
石沉大海。村主任李德波说，
今年村委会又报过十多起赔

偿，但据他掌握的情况，迄今为
止，全村还没有一户拿到了保
险赔偿款。

在另一个边远乡村——通
江县铁溪镇田咀村的情况也大
致如此。村支书陈彪介绍，该村
总计247户，紧邻山林的大约有
80来户，在野猪的糟蹋下，庄稼
或多或少遭受了损失。此前，也
有村民报赔，但没有见到有人来
理赔。今年，村里翻耕了40多
亩撂荒地，全村玉米种植面积达
到了500多亩，眼看马上就到收
获季了，“大家都想有个保障。
如果长期这样理赔无门，种粮的
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说到这
里，陈彪有些忧虑。

但也有村民表示，自己接
到了理赔电话。大约一个多月
前，后坝村黄羊养殖户肖后江
夜里听到了羊群发出的惊叫
声，他循声追去，发现一头野猪
丢下一只被咬死的20来斤重
的小羊仓皇逃遁。经过清点，
他家还有两只羊不知所终，怀
疑已被野猪叼走。

随后，村干部帮肖后江报
赔。几天后，他接到了一位自称
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人打来的
电话。那人让他提供现场图片
和视频，“他说提供的资料还要
能证明羊是被野猪咬死的。”肖
后江因为没有第一手的视频资
料，想想也只有作罢。

记者探访
林业局：

投诉太多已约谈承保公司

2021年，通江县拿出40万

元财政资金，购买野生动物致
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通过政
府采购，由某保险公司通江支
公司承保。

“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政
府拿出这笔钱购买保险，希望
给财产受损的群众一些政策性
的补偿，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
民措施。”据通江县林业局野保
中心负责人李斌介绍，去年以
来，林业部门一直在跟踪保险
公司理赔情况，“部分村社群众
和干部确实对理赔效果不满
意。”李斌坦言，去年以来，确实
收到了很多投诉，仅今年上半
年，12345热线转过来的投诉
就有40多起，村民直接向林业
部门的电话投诉，还没有统计
在内。

经过梳理，村民们的投诉
事项，主要集中在没有人到现
场理赔、理赔不及时、赔偿不合
理、赔偿款没有到位等等。

李斌分析，通江县地域辽
阔，承保公司人手有些紧张，
每年7至10月，是野猪致害的
高发期，人手少了根本跑不过
来。林业部门已责成对方成
立专班，增派人手。林业部门
还曾就此约谈过某保险公司
通江支公司负责人，前不久，
还约谈过巴中支公司的分管
负责人。

购买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
助责任保险，南江县是巴中市

第一个“吃螃蟹”的县。南江县
林业局珍稀动植物培育保护中
心主任张萍介绍，当年，全县划
分成了三个片区，由三家保险
公司承保，总体情况还算不错，
但也时常接到一些投诉，最受
诟病的问题，是理赔的流程太
过复杂。

理赔效果
保费40万元

仅赔偿17万元值不值？

2021年末，通江县野生动
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理赔
数据出炉，当年实际赔付到位
款项为17万元。

如何看待这个数据？通江
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确
实有人提出过质疑，花40万元
财政资金投保只赔偿17万元
究竟值不值？

“我们也在思考。”该负责
人坦言，在综合评估效果时，
应考虑到一些客观因素。比
如，这项政策去年是第一年执
行，可能宣讲不到位，一些地
方的群众不知道该怎么上报，
还有人嫌理赔过程复杂，主动
放弃了上报等。今年，林业局
已会同乡镇加大宣传力度，申
报的数据明显上升，有群众提
出100元的起赔线定得太高，
今年已调整为 60 元，降低了
起赔门槛。同时，林业部门更

新了对保险理赔的管理监督
办法。

“既然是惠民政策，就必须
用好。”这位负责人说，在约谈
时已经明确提出，如果执行走
样，不排除会降低保费。

保险公司：
去年接到600件案子

全部理赔到位

对于各方说法，7月15日，
某保险公司通江支公司经理李
晓波表示，政府购买的险种系
救助性补偿，和完全成本保险
不同，两者投入的保费不一
样。2021 年共接到 600 件案
子，全部理赔到位，最小的一笔
赔偿只有几十块钱，最大一笔
5000多元。

“从数据看，好多人以为
保险公司赚了，实际不是这回
事。”李晓波说，40 万元保费
的保额为 1000 万元，其中人
身伤害保额500万元，去年通
江没有一起由野猪导致的人
身伤害案例，“如果发生一起，
还会说我们赚了么？”另外，李
晓波说，外界不清楚理赔的隐
形成本，一年的差旅费都是一
个不小的数字。

李晓波承认去年工作确
实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今
年在林业部门和市公司督导
下，成立了野生动物致害理
赔专班，通江县划分为三个
片区，三组人马分工负责，每
个乡镇还有协办员。接到报
险电话后，理赔员就能第一
时间到现场，效率比过去大
大提升。

“实际理赔过程中，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情况。”李晓波说，
前几天他冒着近40℃的高温到
铁溪镇出现场，爬了两个多小
时山路，到山顶一看，结果实际
受损的玉米只有几株，根本就
达不到起赔线。

“今年宣传力度加大了，报
案的人多了起来，我们每天至
少接到10多个电话。”李晓波
说，保险公司将会和各方通力
合作，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野猪致害保险遭遇理赔难
受害村民：至今没拿到赔偿；保险公司：去年理赔已到位

野猪（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