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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驿运，历史悠久。汉初西蜀地方已有驿亭、邮站的设置。到哀帝、平帝时期，朝廷为在蜀地“宣德立教”，
需及时下发政令、了解地方情况，形成了“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的驿运繁忙景况。

清康熙、雍正年间，国家大力整顿驿运，在驿道上分设驿、塘、台、站、所、铺，分别为接送官员、运送公物、传递
公文、解押囚犯、运输军需服务。其中，台、站专为军事需要而设。光绪三十二年，驿运事务改归邮传部管理。民
国建立，为铲除前清夫役制度，于民国三年裁撤全国驿站，废除驿运制度。

荥经曾是多条古道汇聚点
荥经县古名严道，隶属雅安市，位于

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处雅安市腹地。县
境内文化底蕴厚重，建制古远，素有“家
在清风雅雨间”之美誉，是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严道”为研究西南地区的经济、文
化、民族史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汉代把严道至汉源，经越西直达金
沙江边的攀枝花一段称为牦牛道，发展
到唐宋时，荥经已成为多条支线的汇聚
点。汇集牦牛道的主要干线有四条：

第一条是经邛州（今邛崃）翻越镇西
山（今罗绳山）过青龙关到龙门，顺玉溪河
而下至今芦山县分道，顺芦山河、飞仙关
望岩渡口，进而到达今天全的始阳镇越
凤凰嘴，再逆荥经河，穿过4公里的伏龙
峡谷至荥经境内的邓通城（今宝峰乡），再
经荥经城后翻越大相岭至汉源九襄。

第二条支线是经邛州翻罗绳山东向
进入20余公里长的上里河谷，出谷至雅
安，横渡青衣江，越羊子岭到荥经，汇集
主干线牦牛道。

第三条支线是经邛崃、蒲江过境，到百
丈、名山县越金鸡关，渡青衣江而登羊子岭、
飞仙关进入荥经、汉源而汇华南道主干线。

第四条主干线，是宋时的嘉州（今乐山）
经由夹江、洪雅过境，沿青衣江而上，跨入
雅安地境龟都府（今雅安雨城区草坝镇水
口），再翻羊子岭、进荥经向南进入牦牛道。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
成公主进藏时带了许多汉族的土特产和
生产技术，其中茶叶引起了吐蕃的浓厚兴

趣，开始在吐蕃上层人士中传开。所谓
“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
解”，茶叶迅速在西藏地区普及，带动了汉
与藏的茶马互市。其实，这只是官方公认

的事情，民间的茶叶贸易早已有之。由于
荥经古代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是最早开通
官道的地方，也是大面积种植茶叶的地
区，可以肯定，最早的边茶贸易是从荥经
开始的，最早的边茶生产基地是从荥经扩
散出去的。

驿站古道吸引众多游客
荥经有众多茶马古道驿站，从荥经

至汉源要经过三个驿站，即新添站、箐口
站和黄泥堡。这条官道是从荥经县城出
发经严道古城，沿荥河南岸至花滩，折而
向西经石佛寺，过大通桥进入安靖，继续
前进进入凰仪，开始翻越大相岭，进入汉
源清溪境。大道在沿途设有脚店、客店，
脚店主要用来宿放牲口，客店用来住宿

“背二哥”，就是背茶叶过山的背夫。至

今仍有一些“幺店子”和商铺的遗存，街
道保持着古朴的原始风貌。如今仍能看
见石板路上用“拐子”和马蹄走出的深深
印迹。著名的大通桥横跨于相岭河上，
原为荥经至清溪之要冲，著名的南方丝
绸之路中的一段。

荥经县六合乡富林坝的石佛寺，历
经千余年风雨，依然屹立在茶马古道
旁。石佛寺主龛凿于唐贞元十一年（公
元795年），应是初开茶马古道之时，由于
道路艰险生死难料，人们就在此依山凿
刻了237尊佛像，希望佛菩萨保佑过往的
行人、商贾。以后宋、明各代均有补凿。

从大通桥沿相岭河而上，南行约 7
公里，便是荥经至汉源的最后一个重
要驿站——凰仪（古称黄泥堡、凰仪
堡）。古道上有著名的邛崃关（即汉之
九折板地），至今尚存有丈余宽的青石
板古道残路，马蹄印空陷几厘米。这
里又是古严道与汉代沈黎郡牦牛县最
便捷的通道，汉代以来，经此过往官
员、商旅、游客、背夫都须在此留宿，以
利于翌日行程。

穿越千年，茶马古道承载了多少过
往背夫和马帮的生活，他们用生命和血
肉之躯筑就天路，不仅书写了商贸传奇，
也增进了藏汉民族融合，推动了汉藏经
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稳定了边
疆，维护了国家统一。

现在，茶马古道虽已成为历史，但作
为一道靓丽风景，仍吸引着众多游客驻
足留念。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荥经茶马古道上的驿站
□汪斌

驿运，古称驿传、邮传。初创
时，仅是为官员来往接送、公文传
递、设置驿站而征发徭役建立的一
种制度。后来由于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的发展，驿运的范围扩大，
军事物资、贡品公物均归驿运运
送。所以驿运是“肇始于周、兴于
秦汉、备于大唐、极盛于元”。

雅安市荥经县新添村—昔日的新添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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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抗击疫情
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四川国
寿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党政决策部署，发挥
保险专业力量，通过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升级
理赔举措、捐资赠物、参与志愿行动、提供健
康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承担行业和社会责
任。公司第一时间向省卫健委等单位捐款
250 万元助力疫情防控，年度共计为医护人
员、一线执勤警察等送去10万人次的“国寿康
e无忧”保险，为防疫工作者及客户送去1300
亿元保额的抗疫保障。公司34款产品新增了
新冠肺炎保险责任，受到公众好评。

在脱贫攻坚战中，四川国寿扎实落地基础
设施扶贫、产业扶贫、保险扶贫、教育扶贫、消费
扶贫等帮扶项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
量。2020年，公司聚焦甘孜、阿坝、凉山等深度
贫困地区，研究制订了专项扶贫方案，确定了6
大类10项重点工作。截至2020年底，四川国寿
全省系统定点帮扶的143个扶贫点全部脱贫摘
帽，共计帮扶3848户、12396人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选派驻村干部95人，其中第一书记44人；投
入扶贫资金1575.39万元，开展扶贫项目252
个。2020年5月，四川国寿被省委省政府评为

“2019年定点扶贫先进省直部门（单位）”。

发挥保险保障功能
守护人民健康生活

多年来，四川国寿始终坚守对社会“相知多
年，值得托付”的承诺，倾力打造兼具实力与责任
的央企品牌。公司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依托遍
布全省城乡的1600多个网点、10万销售人员，
扎根社区、扎根乡村，倾力服务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积极承办大病保
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性业务，大力拓展农
村小额保险、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等政保类业
务，为织牢织密社会“保障网”贡献力量。

2020年，四川国寿农村小额保险为我省
596万城乡中低收入群众提供了约2990亿元
风险保障，共计赔款1.08亿元；老龄保险累计
向全省221.5万老龄人口提供了约2900亿元
的风险保障，共计赔款5258万元；关爱女性保
险为 226 万名女性提供约 1308 亿元风险保
障，共计赔款1.29亿元；计生家庭保险向全省
114.2 万计生家庭成员提供 680 亿元风险保
障，共计赔款970万元。

同时，公司主动承担央企的社会责任，坚
持补贴资金开展大学生村官保险、扶贫保险、
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等业务，
2018年-2020年连续三年共捐资300多万元
向全省20多万人次驻村帮扶干部赠送保险，

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
自2013年四川省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以来，四川国寿带头踊跃参与，先后中标承办
14个市（州）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承办
业务量居行业首位。截至 2020 年底累计收
取保费75.12亿元，向293.54万人次赔付资金
75.61亿元。

提升理赔服务品质
打造行业标杆

保险理赔是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的最直接体
现。四川国寿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持续提升保险
理赔质量与效率，呵护保障客户美好生活。
2020年共为174.32万客户送去保险赔款25.55
亿元。在科技国寿新技术支持下，平均每天结
案5000件，每天大约5000人次获得保险理赔，
有效规避了因风险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公司聚焦“医保+商保+互联网”的服务场
景，搭建医保、医疗机构或第三方数据直连通
道，实现智能快捷的理赔直付模式，总计已服
务客户131.12万人次，赔付金额3.25亿元。

借助科技力量，四川国寿还将理赔柜面
延伸到偏远、农村智能设备不普及地区，充分
发挥移动理赔延伸网点多、覆盖面广的特点，
切实为农村偏远地区提供家门口的移动理赔
服务。自移动理赔服务开展以来，已服务

159.02 万人次。2019 年 3 月，四川国寿推出
“重疾一日赔”服务举措，为符合条件确诊恶
性肿瘤重大疾病的客户，提供理赔手续简便、
服务时效快速的理赔服务，让“一束鲜花、一
声问候、一日赔付”的服务内涵切实提升客户
理赔体验。截至目前，“重疾一日赔”已服务
5973人次，赔付超1.9亿元。

支持地方发展战略
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地方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省
内寿险业的领军企业——四川国寿始终坚持
将自身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
牵头广发银行、国寿财险、国寿养老险等兄弟
公司，积极服务四川省“一干多支”发展战略。

2016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与
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协议
明确：中国人寿将为四川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提供不低于1500亿元的投资资金支持。在四
川国寿的协调推进下，截至2020年底，已累计
实现中国人寿保险资金在川投资近800亿元，
广泛分布于地方政府债券、上市公司股权、基
础设施、不动产及其他金融资产等领域。

2020年10月，中国人寿在川成员单位与
四川省国资委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推
进 1000 亿元保险资金用于支持四川省重大
项目建设、国企改革和金融创新试点等，全力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21年1月22日，省委组织召开驻川金
融机构工作座谈会上，省政协委员、中国人寿
四川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红路作为
保险业唯一代表作了发言。他表示：公司将
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和上级公司决策部署，
坚守国有金融企业的初心，履行国有金融企
业的使命，展现国有金融企业的担当，在推进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升公众保障水平、促
进险资入川等方面为推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冯强蔡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董天刚

立足保险之本 践行央企责任 服务地方发展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2020年发展纪实

202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
外部环境，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国寿”）统筹疫情防
控和改革发展，实现保费收入284.7亿
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9.5%，核心业
务指标创历史新高，市场份额继续以较
大优势稳居行业第一。四川国寿坚守
“为人民美好生活护航”的初心，以高质
量发展引领行业前行，以实际行动倾力
服务四川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