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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5日，有9年电梯维保经验的陈华

和同事来到清江浦区康居花园开展日常工作，为小区

70部电梯维保。只见陈华一边对电梯各部件进行检

查、保养，一边用手机将维保结果拍照上传到“电梯卫

士”APP中。“电梯卫士”是电梯承保单位研发的电梯

智能监管系统，能有效实现电梯安全风险多方管理。

近年来，清江浦区积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做好扩面增量，全力推进电梯保险工作，辖区3700余

部电梯实现保险覆盖，包括全部住宅电梯以及医院、

学校、幼儿园、机关事业单位电梯，在全市率先实现住

宅电梯保险全覆盖。

一根主线推动，电梯保险全额补。早在2018年，

清江浦区市场监管局便着力推广电梯使用单位购买

电梯保险，联合相关部门召开动员会议，加强宣传推

广，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清江浦区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工作的通知》，统筹开展各项工作，列专项推动资金补

贴保险费用。随着工作深入，目前，辖区住宅电梯和

公益性质单位电梯的保费实现全额奖补。“我们服务

于清江浦区十个小区、近三百部电梯，在没有政策推

动的时候，会自行购买电梯保险。现在有了政策支

持，省下的费用能更多用于物业服务，这对物业和业

主都是大好事。”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健

康说。

一套系统运作，电梯安全共同管。清江浦区电梯

保险工作由人保财险淮安市分公司承保，该公司专门

成立安全风控团队，开发“电梯卫士”系统，无缝接入

省特种设备智慧管理平台，并免费供电梯维保单位和

使用单位使用，实现电梯维保无纸化。保险公司配备

专人管理、定期保养系统。“我考取了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证，有资质实地查看电梯安全情况；并定期登录‘电

梯卫士’，了解电梯维保情况。对过期未保、维保不到

位的，及时提醒维保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每月还会向

市场监管局出具电梯维保月报，方便部门监管。”人保

财险淮安市分公司项目经理王义夫介绍。

一张保单护航，电梯事故高额赔。“通过电梯保

险，引入保险公司参与电梯安全管理，形成了‘保险+

服务’模式，有针对性地加强‘问题’电梯隐患故障根

源排查，督促电梯使用单位、维保单位闭环整改，电梯

安全系数显著提升。”清江浦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

科科长邹飚说。据介绍，在保险期间及保险单明细表

列明的地点范围内，被保险人所有、使用或管理的电

梯，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

险人负责赔偿。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金额最高达 80

万元。经济赔偿将有效防范因事故赔付不到位引发

的社会矛盾。

接下来，清江浦区将持续做好辖区电梯安全责任

保险工作，优化发展“保险+服务”模式，有效发挥责

任保险的事前风险预防和事后事故赔偿功能，强化电

梯使用管理和维保水平，促进全区公共安全体系建

设。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孙海燕

清江浦区率先实现
住宅电梯保险全覆盖

文物背后的考古故事 3

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是探索、
发掘和研究我市地域文明、历史文化的
学术科研机构，负责我市境内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管理，地下、水下文物的考古
调查、勘探、发掘和科学研究，并对出土
文物进行修复、科技保护和保管。随着
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考古发掘出土文
物日益增多，急需场地开展修复、保护、
保管和研究工作。2020年8月，在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大力推动及洪泽区
委、区政府、岔河镇政府的鼎力支持下，
得益于岔河镇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在
岔河建设了我市第一个考古工作站，这
也是目前苏北八市中唯一的基层考古工
作站。

扎根基层考古 守护文明根脉
——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岔河工作站

岔河工作站库房保存的文物岔河工作站库房保存的文物

麦浪滚滚，丰收在即。5月20日，由市

促展委办公室、市农科院、淮安人保财险联

合主办的农业技术专业培训会暨夏熟作物

理赔启动会召开，来自淮安人保财险全市各县

区支公司工作人员、清江浦区种粮大户等上百

人参加活动。

培训 提高专业性
农业保险在保障主粮安全、服务乡村振

兴、支持农业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大有可

为，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次培训

会是近年来我市保险行业首次开展的多方

协同、市县联动、理论结合实践的新形式培

训，也是淮安人保财险今年开展的首期培

训。活动得到了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农科院以及淮安银保监分局等单位的支

持。

“淮安人保财险始终把农险理赔工作作

为一项政治任务，在涉农理赔中充分体现

‘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此次培训将使农

险承办机构人员充分认识做好夏熟作物理

赔的重要性，推进夏熟作物理赔工作的有序

开展和快速推进，更好地发挥农险对粮食生

产的保障作用。”在开班仪式上，淮安人保财

险总经理宋行表示。

服务 减少受损率
本次培训邀请市农科院研究员秦进华

进行授课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业技术现

场教学。秦进华以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

为题，围绕小麦田病虫杂草综合防治技术、

稻田病虫杂草综合防治技术、玉米病虫草害

防治技术、大豆病虫草害防治技术四个方

面，为大家开展了深刻、详细的农业病虫害

知识培训，并就学员关心的问题现场互动交

流、答疑解惑。

在黄码镇盐河村，秦进华和学员来到小

麦田头，为学员讲解小麦常见病害赤霉病的

发病条件、理赔注意事项，并结合实地测产

精准评估灾害损失情况、科学制定赔付方

案。“人保公司的培训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

们进一步了解农作物病虫害知识，做到积极

预防、及时发现、精准投保。”黄码镇种粮大

户洪宇说，他承包田地235.6亩，今后他将科

学种植、积极投保，做好粮食增产和减损工

作。

理赔 全力解农忧
培训还进行了小麦理赔案件指引及案

件质量标准解读。“通过学习，增加了我对农

业病虫害知识的了解，也使我认识到保险服

务和理赔工作同等重要，接下来，我将扎实

做好理赔各环节服务管理事宜，知农时、懂

农事、解农忧，做农民的好朋友、农村的‘当

地人’，为全市‘三农’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淮安人保财险淮安区支公司农险理赔人员

许王坚说。

据了解，淮安人保财险是全市成立最

早、规模最大、网点最全的财产保险公司，自

2007年开展农险工作以来，积累了丰富的

涉农保险服务经验，各项工作得到了地方政

府、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户的认可与肯定。本

次培训活动有助于提升农险理赔的服务效

能，增强服务“三农”的业务水平，释放强农

惠农的保障效应，加大农险“提标扩面增品”

工作力度，探索农险数字化、智能化经营措

施，为我市农险发展贡献“人保智慧”。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李馥雅

淮安人保财险召开农业技术专业培训会
暨夏熟作物理赔启动会

本报讯 一场降雨让连日来的闷热得到缓解，给

市民带来一丝清爽。市气象台预测，接下来几天大多

以阴天为主，气温将逐渐上升。

预报显示，5月30日最低气温在17℃左右，最高

气温在26℃左右，这个温度和前两日闷热天气相比

舒服多了，但日温差较大，早晚较凉。当天局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左右。5月31日多云到

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

低气温18℃-19℃，最高气温26℃-27℃，市民当日

出门还需常备雨伞，穿不易进水的鞋子，预防脚部潮

湿滋生细菌。6月1日至2日以多云为主，东北风3到

4级，最低气温由17℃-18℃上升至21℃-22℃，最

高气温由28℃-29℃上升至30℃-31℃。

专家提醒，近期接连的雨天造成空气潮湿，不利

人体健康，建议大家多开窗通风，可用空调的除湿模

式去除室内潮气，保持环境的干爽；此外，雨后空气潮

湿，衣服不容易晾干，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很容易

遭受荨麻疹、皮肤过敏等皮肤病的侵袭，可选用烘干

机、吹风机将衣服烘干吹干，防止细菌滋生；适当的体

育锻炼如太极拳、八段锦、广播体操、散步等，有助于

改善关节的血液循环，增加肌肉及韧带的力量，在潮

湿环境中更好地保护关节，但注意锻炼不宜劳累，要

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融媒体记者 王夏禹

降雨暂歇 气温攀升

岔河工作站占地面积约3000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300 平方米，

2020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据悉，

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将把岔河

工作站打造成淮安文物修复保护中

心、考古成果展示中心、考古资料整

理研究中心和公众考古研学基地，加

快考古成果转化，活化文物资源利

用，全面提升淮安地区的文物保护和

考古研究水平。

岔河工作站自成立以来，常态化

开展出土文物修复保护、考古资料整

理、考古成果展示宣传等常规业务工

作。目前已修复器物2000余件，实验

室文保修复处理金属器和纺织品项目

5项，整理编写《淮安考古大事记》，整

理板闸遗址报告，目前初稿已交付文

物出版社排版校对，今年内出版。考

古工作站在进行常态化文物修复之

余，接待各类媒体的采访、拍摄和报

道，各级领导的考察指导，各级兄弟单

位的参观调研学习以及各类单位和学

校师生开展的公众考古相关研学活

动，同时还接待各类游客的参观游

览。截至2023年4月，岔河工作站共

存放器物11000余件（组/袋）。

●提升文保考古水平

在文物修复方面，岔河工作站

2021年修复器物469件，2022年修

复完成1341件器物，以陶器为大宗，

其余为瓷器。其中，位于淮安高铁商

务区的小丁庄墓地项目共修复器物

768件，水工科技馆遗址共修复器物

252件，荷湖五号工程工地遗址共修

复器物161件，板闸遗址共修复75件

器物，文庙三期墓地共修复器物36

件，盱眙县宣化社区古窑址项目共修

复器物28件，王庄墓地共修复器物

21件。2023年工作站新加入2名专

业修复人员，继续对小丁庄陶器进行

修复，今年已修复100余件。

●修复文物成果斐然

在文物保护方面，岔河工作站于

2022年10月投入使用文保实验室，

主要对出土金属器和纺织品进行文

保处理和修复。2022年对盱眙县马

坝镇东阳村山南组汉代墓葬出土的

19件（套）金属器进行文保处理和修

复；对淮自然（浦）2020第16号地块

M58进行实验室清理，对出土的20

余件纺织品进行修复和保护；对淮安

区东城花园二期南区清代墓葬M749

进行实验室清理，对出土的36件纺织

品进行保护；对淮安区东城花园二期

北区的坐棺墓M670进行实验室内保

护性发掘和清理，并做脱水保护。

2023年3月对徐家湖M35进行开棺

清理，将其中的丝织品整体搬至文保

修复室内进行室内文保清理修复。

●持续开展文物保护

在资料整理方面，岔河工作站近

期主要对板闸遗址和小丁庄墓地资

料进行整理工作，同时由淮安博物馆

考古部主任尹增淮在工作站负责编

写《淮安考古大事记》和《淮安考古文

献目录》，整理梳理淮安考古发展历

程。目前板闸遗址报告已整理完成，

初稿交付文物出版社进行排版校

对。小丁庄墓地资料整理已修复破

碎陶器1000余件，绘图近200件。《淮

安考古大事记》目前已大致完成初

稿。■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潘梦洁

●回顾淮安考古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