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
服务“国之大者”开创“创优争先”新局面

过去的一年，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
始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
集团和总公司的战略导向，坚持党建引
领，凝聚全员力量，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公司深入推进与地方政府和行业
的合作，积极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
时，公司立足主业，服务民生，承办大病保
险、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等业务，为
千万家庭送去了健康与保障。

实干笃行中，公司展现了良好的发
展势头。2023年，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
司实现总保费近317亿元，同比增长5%，
再创四川保险业新高。带动险资入川存
量资金近1000亿元，位居行业前列。

聚焦主业与服务民生并举
作为金融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中

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始终坚守保险姓
保、保险为民初心，护航人民美好生活，
以实际行动彰显着保险央企的责任与担
当。公司全年理赔案件162.70万件，赔
款31.03亿元。

在保障民生的道路上，中国人寿四
川省分公司紧密围绕主责主业，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积极助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
民生领域提供全面、优质的保险服务，筑
起一道道坚实的健康防线。公司承办11
个市州大病保险业务，覆盖2262万人；
为17个市州373万人提供城市定制型商
业医疗保险；同时，公司还关注到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的保障需求，深入推进职
业伤害保障试点，为新业态从业者提供
坚实后盾。2023年，中国人寿四川省分

公司在8个市州承办新就业形态就业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服务2413人次，
支付1817万元。

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人寿四川省
分公司的另一大使命。公司充分发挥保
险资金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优势，参加广
元、遂宁、宜宾、凉山等地方政府融资对
接会，险资入川存量资金近1000亿元，
位居行业前列。此外，超额实现战略性
新兴产业保险、绿色产业保险预算目标。

普惠金融的春风，被中国人寿四川
省分公司带到公司所服务的每一个角
落。2023年，公司政保类人身险承保妇
女群体198万人，承保老龄群体210万
人，承保农村中低收入群体391万人。

“乡村振兴”系列保险达成1.47亿元，同
比增长37.9%。派驻帮扶干部54人，消
费帮扶185万元，向定点帮扶的凉山普
格县、雷波县和乐山马边县特定人群
1878人捐赠保险。

稳健经营与科技创新同行
质量第一，价值发展。公司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守正
创新，狠抓业务质量，明确高质量发展举
措，推动公司做优做强，首年标保、十年
期交等核心业务指标实现同比两位数增
长。2023 年，公司总保费市场份额
16.98%，领先第二名8.55个百分点。

以人为本，科技赋能。中国人寿四
川省分公司全面落地“金融科技数字化
工程”。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应用在决策支持、精准销售、优
化服务、风险防控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与
运用。公司成功孵化和推广了“客户资
源区域化管理系统”，开发落地服务智慧
助销系统、新业态经办业务系统、地方性
银行银保通等多项智能化管理系统，为
业务拓展和决策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提档升级，做优服务。承保、保全、理
赔服务时效均明显提升。全省系统42家

柜面体验中心完成改造，23家柜面开设
新业态和医保服务窗口，场景化服务进一
步扩充。持续提升线上服务送达能力，中
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现有寿险APP注册
用户511.53万人，月均触达客户32万人。

坚守底线与创优争先并重
精准有效，防控风险。金融安全是

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守风险底
线是金融业的生命线。中国人寿四川省
分公司始终牢记这一使命职责，聚焦洗
钱、销售、非法集资、声誉等重点风险及

“五虚”问题，通过优化作业标准和规范、
加强制度流程贯通性审核、实施定期监
测排查、加强全链条销售风险管理、全覆
盖销售人员信用评级、广泛开展宣传宣
导等方式，强化风险的源头防控和常态
治理。同时，公司还积极响应监管政策
要求，加强内部控制和合规文化建设，为
四川的金融安全贡献力量。

创优争先，开创未来。在近日召开的
2024年全省工作会上，中国人寿四川省
分公司明确提出奋斗目标：“全面强化党
的领导、积极担当央企职责、提升高质量
发展能力、全面深化科技赋能等重点工
作。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上级公司

“三坚持”“三提升”“三突破”工作方针，牢
固树立“双心”理念，全面树立“创优争先

“新目标，稳固全国系统第一梯队和全省
保险业头雁位置，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新跨越，不断开创“五优”公司发展
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
章贡献更多国寿力量！” （冯强 齐心）

“珠峰队长”王平：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两 会 每 日 人 物

1月22日上午9时，省十四届人大
二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要启动实施“三州”全域旅游创新发展
行动，加强农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雪
山草甸加快转化为金山银山。

这几句话让苏拉王平（以下称“王
平”）十分激动。作为川藏登山队的创
始人，这位省人大代表的身上有三个
标签：曾经的放牛娃、带领村民致富的
珠峰队长和推广四川冰雪运动的人大
代表。

20多年来，他登雪山的次数超过百
次，有家乡门前的三奥雪山，非洲最高
峰乞力马扎罗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王平告诉记者，整个四川境内，海
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几百座，四川
省冰雪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巨大，如果
大力推广，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两会建议
大力推广宣传四川冰雪运动

当上人大代表后，王平登山的时间
明显变少了，以前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山里，但去年他不是在推广高山户
外运动，就是在省上、州上参加人大组
织的调研活动。今年的省两会，王平最
关注的议题是冰雪运动和乡村振兴。
在他看来，四川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尤其是雪山，光是阿坝州就有250余
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提到今年因冰
雪出圈的哈尔滨，王平说，“和哈尔滨相
比，四川的冰雪资源更丰富，因为我们

还有几百座美丽的雪山，很多冰雪文旅
活动可以落地到雪山脚。”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今年我
的建议依然是希望四川的山地户外运
动能得到大力的推广与宣传，希望四川
成为冰雪运动强省。”王平说。

25年时间
从放牛娃到珠峰队长再到人大代表

事实上，从放牛娃到珠峰队长再到
人大代表，王平用了25年的时间。

25年前，一支登山队来到三奥雪山

考察攀登，喜欢爬山的王平毛遂自荐，
当起了队伍的背夫。一个月后，一名登
山运动员回到村子找到王平，问他愿不
愿意从事登山工作。“我答应了，我只想
走出大山出去看看。”

2003年，王平回到家乡找到了一起
长大的6个兄弟，成立了三奥雪山协作
队，也就是现在的川藏队。川藏队成立
20年来，从起初的7个人发展到了现在
的50余人。这些年里，王平个人的足迹
遍布中国、尼泊尔、韩国、美国以及非
洲。2019年，王平作为队长，带领8名
登山队员和川藏队7名高山摄影师，出
发前往尼泊尔。在历经40多天的艰难
攀登后，川藏队成为当年全球第一支登
顶珠峰的队伍。

登山20多年来，王平心里的珠峰梦
终于实现了，他意识到自己还有更重要
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继续推广四川的冰
雪运动。

回到家乡创业
想打造国内最好的雪山大本营

让王平最有切身感受的就是家门
前三奥雪山的发展。三奥雪山位于阿
坝州黑水县芦花镇德石窝村，由三座独
立的雪山组成。近年来，黑水县围绕

“文旅”“红旅”“农旅”“体旅”融合，以冰
雪资源为载体，先后投资7000余万元
建设三奥雪山旅游基础配套设施。

2019年在当地政府的邀请下，王平
回到家乡合力打造三奥雪山户外运动

大本营。王平介绍，去年冬季在芦花
镇，每周前来登雪山的人达百人以上，
大本营基地那十几座用来住宿的木房
子，就是他自费修建的，他想把这里建
成国内最好的雪山大本营。

登山的人来了，就意味着德石窝村
的生意来了。村里老百姓的家变成了
民宿，年轻人成了向导，镇上的餐馆也
有了烟火气，一年下来，每个家庭的收
入至少都有四五万元。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带着家乡人靠山吃山，改变生活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
启动实施“三州”全域旅游创新发展行
动，加强农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雪山
草甸加快转化为金山银山。

王平说，四川冰雪产业发展的市场
空间巨大。四川境内海拔5000米以上
的雪山就有几百座，海拔6000米以上
雪山28座，海拔三四千米的山根本数不
清。不仅如此，目前四川有冰雪观光旅
游景区47个、滑雪场 17家、旱雪场 5
家、冰场12家。在西南地区，四川的冰
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位居前列。

今年王平还有另一个工作计划，想
为川藏队再新招30名年轻向导。王平
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希望这群
年轻人可以和他一样，带着家乡人靠山
吃山，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
江 刘雨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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