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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70多岁的张奶奶通过家
人反映，其在中国人寿领取的养老金保
险需要变更银行账户了，但现在年事已
高，行动不便，无法亲临柜面办理，因临
近打款时间，张奶奶很是着急。当天职
守柜面的共产党员王蕾获悉此事后，主
动与张奶奶约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
她家中为其办理变更手续。在张奶奶家
人的协助下，王蕾迅速帮其完成了签字、
核查、拍照等流程，并告知张奶奶下午就
能完成变更手续，完全不会影响养老金
的打款时间。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
45 号）精神，中国人寿宁波市分公司加
强弘扬中国传统“敬老”文化的宣导，不
断提升员工为老年客户主动服务的能
力，通过优化系统功能、升级服务体验、
送服务进家门等一系列适老化服务举
措，为老年客户护航。公司持续完善柜
面服务形式和服务流程，全市8家线下
服务网点，均配备老花镜、血压仪、饮水
机、便民药箱等应急物品，便于解决老
年客户的应急所需；老年客户临柜可优
先享受e柜保单服务，在保障客户隐私
的前提下，柜面人员提供一对一服务，
积极辅导客户使用智慧柜员机、寿险

APP等智能化工具进行便捷交费，确保
客户资金安全；同时保留传统现金交费
渠道，全面满足老年客户的差异化需
求；若老年客户出行不便，公司处理人
员会采取主动上门服务的方式，通过面
对面与客户进行交流沟通，让老年客户
感受到公司服务的温度和诚意。老年
客户如遇到保单相关问题，均可拨打中
国人寿客户服务热线，65岁以上的老
年客户还可享受一声直达、一键呼叫人
工功能。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保险业作为养
老“三支柱”主力军，在推动各类客户服
务线上化和智能化的建设过程中，已充

分兼顾满足老年客户的服务需求，让广
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当老年客户面临个性化保单服务时，可
及时与承保公司联系。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朱霞 孙键耀 张宏伟

老年人购买保险后，需要服务却行动不便，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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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加快建设智慧健康基础设施，整合建设信息平台，满足
“数据高铁”大容量、高并发的数据传输需要。加快推进“惠民”“惠医”
“惠卫”“惠政”应用建设，助力数字卫健业务发展。

智慧医保：以医保电子凭证应用为基础，推进参保登记、医保查
询、支付管理、待遇保障、智能监管等医保各业务场景的服务升级。对
接全省统一的智慧医保平台，实现医保业务一体化运作。

智慧民政：构建统一密码应用保障技术体系和网络安全管理体制
机制，提升全市民政系统信息化管理效能，为用户提供更安全优质的
服务。

智慧养老：为老年人和从业人员提供养老机构“一键入住”、养老
培训及补贴“一键申请”、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生产“一键巡检”、居家老
人“一键点餐”、康复辅具“一键租赁”、高龄及特殊困难老人免费公共
服务“一键扫码”等功能。

智慧教育：打造教育云网端一体化教学系统、教育大数据系统，构
建一体化数字学习空间，实现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学习资源集成共享。

数字文旅：推进文化旅游应用创新，加快推进“甬游码”和“一馆一
景区”示范落地，构建文旅服务管理“一张图”，加强文化旅游公共服务
水平。

智慧交通：推动跨部门交通数据的全面整合，加快城市交通大数
据分析项目建设，支撑城市治堵诊断、分析、评估，提升治理效能。

智慧换电：充分结合5G网络建设、新能源电池应用以及国家有关
低速电动车充电安全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建设二轮、三轮低速电动车
使用的新能源智能换电柜网络，打造低速新能源电动车智慧出行样板
城市。

数字人社：构建“鲜活、可靠”的人社数据资源仓，实现人社数据资
源的跨部门、跨业务、跨层级共享。

未来社区：推进省市未来社区试点创建项目，力争尽早形成支持
未来社区建设试点的“1+N”政策体系。

浙里炼：有效打通线上、线下的预订、销售、支付等多个环节, 实
现体育场地一键预订支付、体育赛事培训统一报名入口、体育组织和
体质监测站等相关信息一键查询、体育消费券领取、健身地图导航、云
上体博会展览等功能。

数字住房：加快建立住房租赁价格发布制度，做好房产交易“一件
事”和房屋租赁“一件事”，全面建成城镇住宅小区数字化监管应用，推
进物业服务数字化管理，办好物业服务“一件事”，提升居住品质和服
务水平。

婴育服务：升级完善宁波市妇幼健康一体化平台功能，推进预防
接种、出生医学证明、落户和参保登记等跨部门多证联办，构建面向妇
幼人群的全流程掌上医疗健康服务。

此外，宁波还将探索建立居民出行、旅游、文化体验等领域“一卡
通”，支持长三角地区在文化旅游、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等方面实现一
卡出行、互联互通。助力构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快一站式数字化
展会建设，有效应对疫情对线下展会的影响，并在经济、社会、生态、应
急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俞柏锋

未来五年
宁波人的数字化生活

是什么模样？
未来五年，宁波人的数字生活会有哪些新变化？记者

从市大数据局了解到，《宁波市数字政府建设“十四五”规
划》日前已经发布。其中，在民生服务方面，宁波将加快推
动数字生活新服务新生态体系建设，持续迭代提升“婴育、
教育、就业、居住、文化、体育、旅游、医疗、养老、救助、交
通、家政”等重点行业领域的数字化能力，构建民生“甬”惠
数字社会融合综合应用。这里，我们罗列了部分与市民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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