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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百姓提高住宅质量，金融创新转变政府职能

打造   保险的“上海模式”
很多上海市民并不知道，自己在购入新房时，住宅工程质量已被

上了一份保险。这份保险名叫    ，英文全称为               
         ，即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由工程建设单位投保，保险公
司对在保修范围和保险期限内发生的由于工程质量潜在缺陷所导致
的投保住宅工程损坏，予以赔偿、维修或重置。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
投保住宅项目    个，保额    亿元，承保面积达 .8亿平方米。

心系百姓利益
提高住宅质量

有了 IDI，老百姓的利益有了

全方位、全流程的保护。现在的

住宅房屋在正式交付之前会有一

次“预看房”，帮助业主在入住前

提 早 发 现 质 量 问 题 。 2023年 4

月，大地财险了解到某住宅工程

项目因“预看房”产生了投诉，经

了 解 ，是 业 主 担 心 施 工 质 量 问

题。大地财险安排专家团队全程

陪同业主，打消业主对住宅工程

质量的疑虑。

有了IDI，老百姓在住宅工程建

设中,等于有了自己的“监理”，始终

监督着住宅工程建设过程，预防和

改善工程质量问题。2022年7月，

太平财险委托的TIS机构在对某项

目进行查勘时发现，外墙防水节点

与原设计不符。太平财险及时联合

TIS机构和建设方合力完成整改，保

障了老百姓权益。

有了IDI，老百姓在住宅工程建

成后，等于有了帮助索赔的“管

家”。沪上一家小区交付后，承保公

司人保产险接到砌体墙有不同程度

开裂的报修。经现场查勘发现属于

保险赔偿责任范围。人保产险提供

“管家”式理赔服务，直接安排维修

公司进行了维修，理赔维修金额达

50多万元。

有了IDI，住宅工程遇到质量问

题，索赔维修方便快捷。2019年3月

底，平安产险了解到某小区发生水污

染情况，迅速派出由理赔专员和TIS专

家组成的理赔服务小组开展查勘，确

认属于IDI保险责任。仅用5天时间确

定维修方案，10天内完成所有维修工

作。

变革保险行业
金融创新不断

IDI创新引入TIS机构，成为保

险公司对于住宅工程项目质量管

控的新抓手。2023年初，太平洋产

险收到一封《表扬信》，信中对TIS

机构的工作表达了充分肯定。经

了解，太平洋产险委托的TIS机构

在对某小区开展质量风险管理时

发现给水主管道可能影响居民饮

用水安全。太平洋产险和TIS机构

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过硬的专业水

平，客观专业地评估工程项目的质

量风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有效保障了老百姓的饮用水安

全，避免了系统性风险事件的发

生，获得了工程建设单位的高度认

可。

从 2022年起，上海每年开始

举办 IDI行业大会，旨在将行业的

凝聚力不断转化成强大的行业发

展动力。国寿财险认为：“大会是

保险业与建筑业深度融合的成功

典 范 ，也 是 行 业 欣 欣 向 荣 的 证

明。每次参加大会交流，我们都

为是 IDI事业的亲历者而倍感自

豪。”

优化营商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

IDI“上海模式”的成功实践，让这座

城市的营商环境评分多了一个加分项。

政府通过IDI充分调动第三方市场

资源，有效弥补政府质量安全监管资源

不足的短板，既优化了营商环境，又放

大了政府对住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

效能。对工程建设单位而言，购买IDI

保险既是有效落实《上海市建设工程建

设单位首要质量责任管理规定》中“突

出建设单位首要质量责任，有效防治工

程质量问题，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要求的集中体

现，又是推动工程质量“法人负责、企业

自检、社会监理、政府监督”闭环管理模

式的重要抓手。对保险公司来说，为了

减少赔案实现风险减量，创新引入专业

的第三方TIS机构参与住宅工程建设全

过程的质量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与质监

部门联动，督促建设单位及时整改，对

建设单位形成有效约束。老百姓也拿

到了质量有保证的房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

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

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

慧城市。”可以肯定的是，在上海建筑业

供给侧改革、保险业守正创新、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进程中，IDI势必将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为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安

居乐业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采鲜果观蝶舞 沐清风听鸟鸣

条林果游览路线邀你体验22
又到了一年中吃水果的好时节，一年一

度的“乡土有约”活动如约而至。昨天下午，

以“‘林’琅满目，‘果’然非凡’”为主题的“乡

土有约”——2023年夏季优质果品推介会在

嘉定马陆葡萄主题公园举行。会上，市林业

部门发布了22条上海市“林果游览路线”，“上

海信得过果园”微信商城小程序也已升级改

版上线。

据悉，今年本地林果产量预计比往年高

5%，不仅成熟度高，糖分及着色也不逊色于

往年。同时，本地产水果的品种越来越丰富，

品质也稳步提升。

好吃好玩 林果地图带你畅游
此次22条郊区“林果游览路线”是今年首

次发布，覆盖本市9个郊区。记者看到，每条

路线中都含有开放式休闲林地和“信得过果

园”，线路平均长度在5公里左右，适合市民自

驾前往。“往年发布的游览路线以采摘为主，

今年首次尝试结合开放式休闲林地，大家既

能游玩又能采摘。”市林业总站果树管理科邵

静介绍，目前本市已建成62个开放式休闲林

地，上海市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数量也增至

106家。此次路线中的点位都经过了筛选，选

择了景观效果较好的开放休闲林地和可达

性、品质都较高的果园。跟随“林果地图”，市

民可以采鲜果观蝶舞，沐清风听鸟鸣，漫步于

林下，畅想在田间。

此外，为更方便市民购买本地产的优质

水果，“上海信得过果园”微信商城小程序升

级版也已上线。今年商城界面进行了优化升

级，目前已入驻果园38家，果品种类涵盖葡

萄、梨、水蜜桃、黄桃等，方便市民挑选。同

时，小程序推出“品上海”工会专场，同时增加

限量特惠专栏，团购零售皆可，价格也低至8

折。

提前成熟 鲜美水果轮番上市
今年梅雨季雨水丰沛，出梅后高温日多，

对本市水果产量和甜度会有什么影响？记者

从市林业总站获悉，随着阳光回归和气温攀

升，沪郊水果加速了糖分积累，糖度逐步回

升，桃、梨、葡萄等的成熟期则较去年提早一

周左右。在产量方面，梨树今年产量预计较

去年提高30%左右；桃树预计产量提高10%

左右；葡萄和柑橘产量预计和去年持平，全年

果品总产量预计比去年提高5%左右，约为18

万余吨。

“今年前期的气候特别恶劣。葡萄成熟

前，下了场大雨，导致河水倒灌，因此个别品种

如‘金手指’的裂果率达80%以上。”上海马陆葡

萄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单涛说，“不过出梅后晴

天多、高温多，因此不会影响葡萄的甜度。”在他

看来，今年的葡萄品种具有成熟早、糖度高、着

色好三大特点，比如原本7月底上市的“阳光

玫瑰”，今年提前至昨天就上市了，“巨峰”的

颜色则更漂亮，基本都达到了紫黑色。

目前，深受市民喜爱的葡萄品种“夏黑”

“京蜜”“巨峰”“日光红”“阳光玫瑰”已上市，

网红品种“妮娜皇后”“浪漫红颜”也将登场，

葡萄销售期将延续到10月。梨中的早熟品种

“早生新水”7月初已上市，畅销的“翠冠”梨即

将进入采摘旺季，可一直销售至8月底。水蜜

桃品种“大团蜜露”“湖景蜜露”“新凤蜜露”正

处采摘旺季，预计7月底结束。奉贤黄桃“锦”

字系列（锦香、锦圆、锦绣、锦花等）即将大量
上市，预计持续到8月底。带酒窝的金山蟠桃

正当季，销售期预计持续到8月上旬。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上海经济果林总

面积17.68万亩，其中桃5.15万亩，葡萄3.27

万亩，梨2.83万亩，柑橘5.16万亩，其他果树

1.27万亩。经济果林作为城市森林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优美环境和

新鲜果品，也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一镇一品 水果品种多元发展
近年来，通过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建立专

业果品交易市场、组建特色果品研究所等方

式，本市不断优化林果产业布局，已形成了

“一区一品”“一镇一品”的栽培格局。嘉定马

陆的葡萄、浦东南汇的水蜜桃、松江仓桥水晶

梨、崇明柑橘已成为沪郊水果几大“拳头”产

品；金山蟠桃、奉贤黄桃、青浦枇杷以及蓝莓、

猕猴桃、火龙果等小水果特色果品在市民中

也有着较为广泛的知名度。

与此同时，沪产果品的注册品牌也逐年

增加，明星品牌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本

市注册的果品品牌已超过100个——葡萄有

“马陆”牌、“传伦”牌、“管家”牌、“施泉”牌；桃

子有“桃咏”水蜜桃、“皇母”蟠桃、“斯尔腾”黄

桃；梨有“仓桥”牌、“奉叶”牌；柑橘有“前卫”

牌、“前小桔”等，其中南汇水蜜桃、仓桥水晶

梨、金山蟠桃、马陆葡萄、奉贤黄桃已成为上

海名牌产品，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从“论筐卖”，到“论盒卖”再到“论个卖”，

很多品牌的生产标准化程度逐年提高，在全

国果品评比中多次获得金奖。

此外，近几年上海引进林果品种400多

个，推广良种40多个。目前葡萄的生产品种

已经超过了30个，桃子有20多个品种，梨有

10多个品种，蓝莓、樱桃、枣子、枇杷等小水果

种类也在不断增加，不断丰富市民的果盘子。

安全优质 果品品质稳步提升
品种多了，品质也要有提升。2011年开

始，本市启动“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评选，目

前全市已有106家，涵盖桃、梨、葡萄、柑橘、蓝

莓、猕猴桃、柚子等多种水果。

专家介绍，“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的评

选主要有三方面标准：一是果园环境安全，果

园水、土、气要达到无公害以上标准，周围不

能有污染源。二是生产过程安全，对田间操

作特别是投入品的使用有严格标准，严禁使

用高毒高残留农药肥料。三是上市果品安

全，商品果均进行农残检测，在涉及食品安全

的一些关键项目上，如禁用农资使用、农药残

留等，实行一票否决。此外，还要通过测定果

实外观、优质果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等指标

确保水果质量。

同时，本市还相继建立了葡萄研究所、桃

研究所、柑橘研究所、梨研究所、小水果研究

所、蟠桃研究所和蓝莓研究所等7家民非性质

的市级专业果树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机构，

开展新品种引育、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

攻关。47名林果乡土专家则会定期开展“田

间课堂”，解决了果树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

难题。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