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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向海而生，免不了风雨侵袭。去
年8月，“利奇马”台风在浙江温岭登陆，
给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造
成严重影响。

面对灾情，宁波运用“市场化行为”和
“社会化力量”防控转移风险，开展台风防
灾减灾工作，打造了保险创新提升城市灾
害管理水平的“宁波样本”。

而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巨灾保险的城
市，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宁波同样是运用保险创新，提升了宁波的
灾害管理能力。

以防为主，防治并重
“保险+服务”理念深入人心

2016年，宁波获批成立全国首个保
险创新综合试验区，一系列保险创新项目
在宁波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中
得到应用。试验区成立近4年来，宁波创
新险种突破100项。

去年，面对来势凶猛的“利奇马”，巨
灾保险、普通国省公路营运期巨灾保险、
大中型水库防洪超蓄救助保险、政策性小
微企业财产保险等17个险种在抗台救灾
中各显其能，张起了一张全方位、多层次
的“防护网”，在大灾面前，对宁波城市治
理构成了有力保障。

保险公司在“利奇马”台风登陆3天
内基本完成所有6万户受灾居民的查勘
和4.3万户的定损工作，199个村（社区）
进入公示理赔期，不仅使灾害救助效率得
到显著提升，居民损失得到了有效补偿，
而且促进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共同参
与公共救助体系的建立。

在用保险来补齐社会治理短板的同
时，以防为主、防治并重的“保险+服务”
理念也深入人心。

保险创新提升宁波灾害管理能力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巨灾保险的城市，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宁
波于2月12日出台的“保八条”意见中，
明确提出：适当扩展公共巨灾保险责任范
围，对于我市参与疫情防控的医务人员、
志愿服务者、基层干部及其他一线工作人
员，在疫情防治工作期间因感染新冠肺炎
或发生其他意外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列
入公共巨灾保险见义勇为增补抚恤，赔付
金额最高20万元/人。

该保障服务是专门针对我市一线防
疫人员额外新增的特别约定，在宁波市公
共巨灾保险的原有保障上扩展责任，进一
步加大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

据了解，5年来，巨灾保险已累计向
21万户居民家庭支付赔款超1.2亿元，大
大提高了城市灾害防范的“韧性”。巨灾
保险通过多年的创新实践，宁波形成了政
府、基层组织、保险机构等多方协作的救
灾工作网络。

宁波成立全国首个保险创新综合试
验区以来，逐渐打破了灾害损失救助主要
依靠政府的“惯性思维”，促进了灾害损失
主要由政府承担向全社会共同分担转
变。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有了保险的
参与，可以有效减轻经济社会的震荡和波
动，缓解政府在灾害救助中的压力，降低
风险和损失。 记者 徐文燕

可能在很多人的感受中，像电影《后天》那样的灾难离生活很远。
事实上，雷电大风、暴雨洪涝、冰雹、台风……这些频繁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糟糕天气，若

预防不当，也极有可能酿成损失惨重的灾害。
那么，从气象部门发布气象灾害预警到灾害性天气出现，我们能争取到多长的时间呢？

宁波的这些自然灾害你知道吗宁波的这些自然灾害你知道吗

准确、及时的预警发布，
离不开“大数据”和“黑科技”
的支持。

宁波气象网络与装备保障
中心的杨豪说，目前宁波全市已
布设了316个气象自动观测站，
平均站间距从2012年的6.34公
里缩短到5.57公里。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市的气象观
测站仅有9个。”

据《浙江省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发布与传播规定》，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被分为 14类。在宁

波，预警次数较多的，除了雷电、
大风、暴雨、台风外，还有出乎很
多人意料的大雾。

从市气象台的统计来看，我
市平均每年发布的大雾预警在
10次左右。大雾，尤其是海雾
的出现，会给宁波舟山港的航道
通行和港口作业带来严重影响。

2014年，气象部门尝试将
毫米波气象雷达用于港区的海
雾探测；第二年，两部毫米波气
象雷达正式“上岗”。

毫米波气象雷达主要用于
测量航道15公里范围内大雾、
低云等气象目标的回波强度等
数据，生成含水量和能见度信
息，获取海雾的分布结构，实现
实时预测和预警。

2017年，气象部门试验性
部署激光能见度雷达用于港区
水平能见度探测；2019年，又在
港区增加部署两部激光能见度
雷达。

激光能见度雷达是通过激
光在大气中传播被大气中各种
成分吸收和散射的光学特性，获
取航道10公里扇形范围内能见
度变化信息。

“这两种气象观测设备也是
目前宁波投入使用的较为先进
的气象观测设备。”杨豪说，及
时、准确地获取港区航线的雾
情，使港口调度指挥系统工作更
为及时有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虞南

进入汛期后，雷电、暴雨、台
风即将轮番登场。大家最关心
的莫过于雷电预警、暴雨预警、
台风预警能提早多长时间做出
预报。

事实上，在4月我市出现的
几次雷雨大风天气过程中，很
多人在看到气象部门发布的雷
电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后，
常常会追问一句“雨什么时候
开始下”。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段晶

晶说，雷电属于系统性天气过
程，一般提前24小时可以做出
判断。雷电预警可分为黄色、橙
色、红色三类。其中，黄色预警
时效是6小时内可能有较强雷
电活动，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时
效为2小时内，一般提前量不会
太久。

至于每年夏秋季最让大家
犯怵的台风，段晶晶说，台风带
来的降水强弱与台风路径、强度
和云系结构等都有关系，一般根

据这些条件就可判断台风未来
对本地有没有影响，大概有多大
影响。

“但是当台风靠近陆地时，
由于下垫面发生变化，路径和强
度都会有明显变化。尤其是登
陆前24小时，路径误差50公里
左右，强度误差更大，给局部地
区的预报带来很大难度。”

“因此，在台风登陆前24小
时，气象部门会根据实际情况加密
会商，实时预报带来的可能影响。”

眼下，我们已经进入汛期。
汛期降水具有时空分布不均匀
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梅汛期和台
汛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梅
雨季”和“台风季”。由于梅汛期
和台汛期降水相对集中，不排除
局部地区出现洪涝的可能性。

梅汛期预计会在6月中旬
拉开大幕，持续至7月上旬，梅
汛期会有阶段性降雨集中期，出
现局部暴雨洪涝和内涝的可能
性较大。

至于台汛期，其间预计会有
3-5个台风明显影响我市，而且

可能会有以“强度强”“危害大”
“预报难度大”出名的秋台风出
现。

整个汛期期间，除了梅汛期
和台汛期，持续的晴热少雨以及
由此可能出现的干旱同样具有
灾害性天气的“属性”。

即将到来的梅汛期，很可能有暴雨洪涝和内涝

准确、及时的预警发布，背后是“大数据”和“黑科技”的支撑

台风登陆前变化多端，局部地区需要实时预报

从发布气象灾害预警到灾害性天气出现
我们能争取多长时间？

提升城市灾害管理水平
打造保险创新“宁波样本”

预警篇 保险篇

▲北仑三山大闸毫米波雷达。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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