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寿寿险推进反保险欺诈宣传常态化长效化
������为维护保险市场正常秩序，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近年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寿寿险）积极响应监管要求，全面开展反保险欺诈工
作，以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打击保险欺诈行为，
为保险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国寿寿险高度重视反保险欺诈工作，将其作为一项
重要的战略任务，纳入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年度工
作计划，统筹协调公司内部的资源和力量；建立跨部门
的反保险欺诈工作团队，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充分发挥
协同作战优势， 加强与中国人寿财险公司的沟通联络，

共同打击保险诈骗犯罪，提升欺诈风险防控水平。
国寿寿险制定完善的反保险欺诈管理制度和操

作流程，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欺诈风险监测、识
别、评估和处置管理机制。 同时，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
训，使反保险欺诈工作成为每一位员工的自觉行动。

国寿寿险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手段，加强监测和预警。 同时，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加
强合作，建立信息共享和协同打击机制，形成打击保
险欺诈的强大合力。

国寿寿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

反保险欺诈宣传主体责任， 结合 “国寿 616 客户节”
“7·8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9 月金融教育宣传月”等
时间节点， 详细制订活动方案， 推进反欺诈宣传常态
化、长效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宣传活动，向消费者
普及保险知识和反欺诈常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通过全系统共同参与，国寿寿险反保险欺诈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不但为公司挽回经济损失，还有效震
慑了不法分子，维护了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

国寿寿险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加大打击力
度，为保险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②27（刘俊华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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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记者 王锦春 任富强 杜营营

1949 年 2 月 17 日，在豫东郸城县吴台（当时属
鹿邑县）一座大庙里，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 18 军成立了。随后口号声响彻云天：“将
革命进行到底！ ”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

第 18 军这支英雄的部队， 其前身大有来头，主
要由我党领导的豫皖苏子弟兵组成。

1938年 10 月，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与其
他两支抗日武装在西华杜岗会师。 游击支队主力东进
抗日， 英勇奋战， 发展壮大为名震天下的新四军第四
师。 游击支队留在豫皖苏的部队，创造了抗战八年、
红旗不倒的业绩。

解放战争炮声隆隆。 豫皖苏子弟兵配合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支援陈粟大军，转战豫皖苏；参
加淮海战役，付出极大代价。

1949 年 2 月 17 日，豫皖苏军区在吴台庙召开干
部大会，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成立，隶属第
二野战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第 18 军下辖 3
个师，即第 52 师、第 53 师、第 54 师，共两万九千人。

新成立的第 18 军在吴台驻扎休整时间并不长，
纪律严明，留下许多佳话，当地人民至今广为传颂。

3 月 11 日，第 18 军在当地军民的热烈欢送下，
挥师南下。 接下来，全军将士突破长江天堑，转战中
南、华南、大西南，横扫千军，气势如虹，战功赫赫。

1950 年 1 月，新中国刚刚成立，第 18 军将士满
怀喜悦地开赴四川南部，突然接到命令：“进军西藏，

解放西藏。 ”
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上，全军将士斗志昂扬，齐

声宣誓：“要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
进军西藏的号角吹响了。川西剿匪，扫清进藏大

障碍。 昌都战役，军事政治双胜利。
为彻底解放西藏，1950年初， 第 18军一边进军，

一边修路。 从 1950年到 1954年，第 18军指战员修筑
川藏公路，奋战 4 年 8 个月，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
路，把“天路”修到拉萨。 修筑 2000公里川藏公路，第
18军将士倒下 3700多人，他们永远长眠在雪域高原。

1951年 10月，第 18军进入拉萨。 1952年，西藏
军区成立，第 18军番号被撤销。

第 18 军许多战士来自豫东周口，周口人民时刻
思念着这些远离家乡的优秀儿女。

第 18 军副政委、开国少将王其梅，湖南人，曾任
中共水东地委书记，战争年代，四下水东，把周口当
作第二故乡，直到晚年，还为周口小学捐书捐款。

第 18 军侦察连长丁永泰，周口太康人，出生入
死，屡建奇功，是新中国第一次表彰的 350 名战斗英
雄之一，被誉为“开国英雄”。

第 18 军班长张福林，周口扶沟人，修筑川藏公
路时创造的快速爆破法被广泛推

广。 由于不幸被巨石砸中，他壮烈
牺牲，被授予“筑路英雄”称号。

从豫皖苏平原到雪域高原，第
18 军将士以鲜血、 生命， 书写英
勇、忠诚。 ②22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苏韵棠 文 / 图

“在这里上班真是幸福，有事了给厂里打个招
呼就能走，顾家、打工两不误，每月还能挣 2000 多
块钱，在哪里干也没在家门口干方便。 ”近日，在西
华县艾岗乡苗里岗村吸尘器配件厂内， 工人樊鹏
华提起这个办在家门口的工厂， 脸上露出满意的
笑容。

今年 35 岁的樊鹏华是艾岗乡潘北村人，家有
3 个孩子，婆婆去世早，丈夫常年在外务工。 每天
早上孩子去学校后， 樊鹏华就来到离家 1.5 公里
远的工厂上班， 中午下班不耽误回家给孩子做午
饭。

吸尘器配件厂厂长叫郭建伟， 今年 52 岁，是
苗里岗村有名的乡贤， 也是河南百草香环保用品
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曾在郑州从事这个行业多
年。 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好、企业信誉度高，
产品远销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

“看到不少留守妇女在家缺乏挣钱门路，我就
想在家乡办一个加工厂。 刚办厂时非常困难，缺设
备、缺厂房、缺资金。 我贷款 200 多万元，购回了设
备，建起厂房。 乡里还优先把 500 多平方米的扶贫
车间租给我。 2016 年工厂投产时，招收苗里岗、陵
头岗、潘北、潘南、麦庄等村庄的留守妇女就有 20
位。 ”郭建伟向记者介绍。

车间里机声隆隆，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干着手
中的活儿。 苗里岗村 43 岁的村民贺雪梅，一边粘
着卡扣，一边高兴地和记者聊天。 “过去我在广州
打工，一月挣几千元工资，除去房租、路费也剩不
了几个钱。 家里有老人和学生，出不去了。 现在我
老公在家干水电安装工作， 家里还种有 30 多亩
地。 我早上干农活，上午到厂里上班，下午下班后
再去收拾庄稼，不仅庄稼没耽误，加班多时一月也
能挣 4000 多块钱哩。 ”

“人性化管理，贴心化服务。 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留守妇女在顾家的同时也能挣到钱。 这些都是
技术含量不高的手工活，一天工作 8 个小时差不
多都能挣 100 多元。 工人们每月都能从厂里领走
五六万元的工资哩。 ”配件厂业务主管金玉洁对
此非常了解。

“其实， 在家乡办厂与在郑州办厂比并不划
算，成本高、损耗大，仅每件产品的运输成本就高
了 10 多元。 我们每年都赚钱很少，疫情期间还要
赔钱。 但是看到乡亲们领工资时的高兴劲，我感到
这一切都值了。 ”郭建伟乐呵呵地说。

“像郭建伟这样的乡贤返乡办厂、惠泽乡亲的
例子有很多，如祁庄村乡贤办起的羽毛球厂、都城
岗村乡贤办起的艾草香包包装厂、 半截楼村乡贤
办起的服装加工厂等。 下一步，我们乡村两级将提
供更多的有利条件，鼓励乡贤返乡创业，以期带动
更多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艾岗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寇二勇说。 ②22

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

西华这几个村的群众很幸福

英雄 18军

两名工人在生产车间里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