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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参与服务“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

2003 年，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在
境外成功上市。 20 年来，该公司始终坚
持主动融入国家大局、 服务社会民生
的政治站位， 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建设， 深度探索服务 “健康中
国”之路。

发展多层次健康保险 助力国家医

保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做
好基本医保保障延伸。 中国人寿寿险
公司高度重视、精心部署 、积极推进 ，
成为政府重要合作商。 截至 2022 年年
底， 公司在办的大病保险项目 200 余
个， 覆盖近 3.5 亿城乡居民， 累计向

9000 多万人次赔付支出 1600 多亿元。
积极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中

国人寿寿险公司高度重视，以“政府主
导、专业运作、保本微利、长期经营”为
宗旨， 积极参与各地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工作。截至 2022 年年底，公司已开展
近 60 个长期护理保险项目，覆盖 2700
多万人。

大力发展社保补充医疗保险 ，拓
展普惠保险保障深度。 中国人寿寿险
公司积极与政府合作开展相关业务 ，
2018 年开发“美好生活”系列医保补充
医疗产品， 满足各地对职工及居民补
充医疗险业务的多样化需求， 助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已累计落地 100 余

个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险项目， 承保
人数超过 2200 万。

落实健康保险帮扶责任， 守护人
民美好生活。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发挥
保险主业优势， 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统筹衔接， 建立具有中国人寿特
色的 “大病保险+商业保险” 帮扶机
制。

积极整合健康资源 构建特色健康

服务体系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以打造中国人

寿特色的、 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
务生态圈为发展目标， 积极整合医疗
健康服务资源， 推进包括线上健康管
理服务平台、 线下体检中心等在内的

“线上+线下” 互联互通的健康服务体
系建设，逐步探索“保险保障+健康服
务”的模式创新。

积极参与委托管理 助力医保治理

现代化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积极响应政府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 ， 探索
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医保治理格局 ”
政策号召 ，是最早参与政府医疗保障
业务经办的商业保险公司之一。 健康
保障委托管理范围已实现基本医保 、
医疗救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扶贫
防贫、意外医疗 、职工补充 、基金监管
等诸多类型业务的广覆盖。

（据光明网）

“适老”服务有温度 主动上门暖人心
农行项城老城支行

□通讯员 杨建林 卢宏威

本报讯 近日，农行项城老城支行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客户办理社保卡

激活业务，受到客户的称赞。
近日，刘先生来到农行项城老城

支行，向工作人员咨询社保卡激活事
宜 ， 工作人员向他介绍激活社保卡
的流程时，发现刘先生面露难色。 经

询问得知，社保卡是他母亲的 ，他母
亲因病常年卧床不起， 现病情加重，
急需激活社保卡办理入院手续，但其
无法到银行办理此项业务。 该支行主
任张永林了解情况后，当即向刘先生
表示，可以为其母亲上门办理。 为确
保刘先生的母亲能正常使用社保卡，
张永林和工作人员利用中午休息时

间赶往刘先生家中，为其母亲激活社

保卡。
得知社保卡可以正常使用了，刘

先生握住张永林的手说 ：“太感谢你
们了！ 帮俺快速解决了难题。 ”

近年来， 该行始终坚持 “客户至
上、始终如一”的服务理念，积极为高
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上门服务，打
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使金融服
务更有温度。

������9 月 26 日， 农行周
口火车站支行工作人员

在中心城区向市民发放

宣传单，讲解国债知识。
为进一步丰富市民

个人投资理财渠道，促进
国债销售工作发展 ，近
日，农行周口分行开展了
国债基本知识宣传普及

和业务营销活动。
通讯员 高翔 冯振涛 摄

2023 年度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发布
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完善系统

重要性银行监管，根据《系统重要性银
行评估办法》的要求，近期，中国人民
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开展了
2023 年度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认定 20 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中
国有商业银行 6 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
9 家、城市商业银行 5 家。

按系统重要性得分从低到高分为

5 组：第一组 10 家 ，包括中国光大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
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广发银行、上
海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第二组
3 家，包括中信银行、浦发银行 、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第三组 3 家，包括交通
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第四组 4
家，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第五组暂
无银行进入。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将按照 《系统重要性银
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的要求，共同
做好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工作，
督促系统重要性银行按规定满足附加

资本和附加杠杆率要求， 增强抗风险
能力和损失吸收能力， 发挥好宏观审
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合力， 促进系
统重要性银行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
不断夯实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 更好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据《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