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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坚定
服务“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并在成
长历程中逐步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
寿险公司”的发展目标。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下，
2022年末，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启动布
局与“鼎新工程”一脉相承、引领未来
发展的新经营策略——“八大工程”，
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改革和推进，
进一步升级发展动能、重造增长引
擎。“八大工程”聚焦党建引领、机制优

化、营销改革、资源整合、管理创新、生
态驱动等方面的创新和突破，以“党建
引领筑基工程”为统领，以“人才建设
固本工程”为支撑，以“销售渠道强体
工程”“综合营销聚力工程”“客户经营
金山工程”“政企合作民心工程”“健康
养老生态工程”为主体，以“金融科技
数字化工程”为基础，深入实施基础再
造和难点攻关，积极瞄准新客群、新模
式、新能力，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八大工程”布局 迈向世界一流寿险企业

破题之道，“双成”理念。“成己为
人 成人达己”是全体国寿人遵循和坚
守的基本信念，充分体现中国人寿为国
尽责、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和崇高追
求。作为中国寿险业的领跑者、推动
者，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始终在服务国家
战略、稳固行业基盘、护航民生工程等
方面充分体现头部企业的使命价值。

流水涓涓，汇为汪洋；星光灿灿，化为
银河。截至2022年底，中国人寿寿险公
司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39亿元，投入消费
帮扶资金1.3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帮扶地
区的发展。公司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团
队300余个，拥有注册青年志愿者达
7000余人，组织开展志愿服务1500余
次，参与志愿服务达30000余人次。

“双成”之光 以企业之为注解“使命之道”

寿险头雁

2003年12月17日、18日，中国人
寿寿险公司分别于纽约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造就当年世界
最大IPO。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当年，中国人寿内部将股改上市
的项目命名为“凤凰项目”，这寄托着
国寿人对上市发展的殷切期望：凤凰
涅磐，浴火重生。由于当时存在诸多
困难，以及险企境外上市尚无先例可

循，大家将其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

2002年12月，中国人寿的股改方
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啃下“最硬的骨
头”后，公司乘风展翼登陆资本市场，
同时也完成“脱胎换骨”，焕发新生。
中国人寿不仅通过境外融资破解了资
本不足的难题，而且管理体制、决策流
程、核心竞争力都再上台阶，激发出登
高攀新的发展新动能。

“凤凰”展翼 啃下“最硬骨头”夺先发之势

2010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保费
收入超越 3000 亿元，2017 年突破
5000亿元。2019年，中国人寿寿险公
司发起以“鼎新工程”命名的一系列变
革创新。

“鼎新工程”围绕组织架构和经营
机制展开。鼎新改革之下，中国人寿
寿险公司一边大刀阔斧革新，一边发

力业绩经营，保持稳中求进。
以2021年为例，身处复杂多变的

市场环境下，当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
总保费继突破6000亿元大关后再创
新高，达到6183.27亿元；内含价值达
12030.08亿元，一年新业务价值447.8
亿元。三项指标均居于行业第一，持
续引领行业。

“鼎新”闯关 双轮驱动跨越关键一程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回望廿载风华，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始终扮演“领头

雁”、压舱石的角色，积极发挥主责主业优势，拥抱时代、拥抱变革，融汇出生生不
息的发展脉动。

华章日新，未来可期。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将积极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切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
大文章，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
质量金融保险服务，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寿险公司的目标勇毅前行。

时代答卷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应可帆

的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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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

上市20 周年。20 年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从不足1500 亿元到

6000亿元的突破；总资产规模从3068.27亿元增长到52519.84亿元；中国人寿

“世界500强”排名从2003年的第290位攀升至2023年的第54位；中国人寿品牌

价值增长超10倍……

甬剧《结婚十年》由著名剧作家
杨东标担任编剧，最初写成于20年
前。“面对挫折，不甘沉沦，追求进步，
向往光明，这是上世纪30年代知识
女性中最为可贵的个性”，这也是吸
引杨东标动笔的原因。

应出品人兼艺术总监王锦文所
请，《结婚十年》被改编成实验甬剧，
在甬剧艺术博物馆古色古香的庭院
里，以一种沉浸式方式进行演出。“我
觉得非常新颖，在宁波也不多见，这
样的形式非常适合表演这部剧。”杨
东标说。

担任该剧导演的是上海戏剧学
院戏曲导演专业主任、“梅花奖”“白
玉兰奖”得主李莎。

“沉浸式戏剧与舞台剧有很大的
不同。普通的舞台剧，我会处理得很
夸张，演员的肢体语言也会夸张、放
大一些，会有一些写意的场面；在实
景庭院上演沉浸式的戏，表演就更接
近生活化，表达方式也会更收敛一
些。”在李莎看来，甬剧擅长演西装旗
袍戏，与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
很吻合，容易让观众有代入感。

王锦文塑造的《典妻》中的“春宝
娘”是一个经典，而这次她饰演的新
角色，“使甬剧又塑造出一个闪闪发
光的女性。”李莎说。

王锦文本人对自己饰演的角色
是这样理解的：“她是一位知识女
性，和我以往塑造的角色不同。她目

睹了身边被传统思想所禁锢的女
性，因此认为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融
入社会。她在家庭和自我中不断摇
摆，最终决定冲破牢笼。这是一位有
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在王锦文看
来，虽然演出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
表演的张力并没有减弱。“在甬剧艺
术博物馆的庭院里进行沉浸式演
出，演员细微的动作都会被观众捕
捉到，这也就要求演员把握好分寸
感，对表演的细腻程度要求更高。我
认为甬剧是适合沉浸式表演的，一
个剧种的传播应该有多种形式，吸
引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特别是年
轻观众来观看。”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张莹 文/摄

“今天爸爸带我看了《长安三万里》，作
为一个历史迷，我看了电影感触非常深。这
部影片通过老年高适的回忆，让我们认识了
豪迈的李白、‘佛系’的王维、开朗的杜甫。”在
近日举行的“践行‘八八战略’，光影记录新时
代”2023我的电影党课电影评论大赛上，年
仅8岁的吴幼琳第一个出场，全程脱稿演示
了《长安三万里》影评，赢得阵阵掌声。

据悉，此次大赛共收到371件影评作
品，其中成人组74件、少儿组297件，经过
比赛和评选，最终产生成人组和少儿组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作品共40件。
大赛的颁奖活动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举行。

据介绍，此次大赛围绕改革开放45周
年、“八八战略”20周年、“喜迎亚运”等主
题，精选了《志愿军：雄兵出击》《孤注一掷》
等近两年里不同类型的30部优秀国产影片
开展影评，吸引了影迷踊跃参与。

颁奖现场，来自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宁
波市翰香小学、宁海海亮高级中学等的获奖
选手进行了影评宣讲展演，还有选手采用了
双语展演的形式。

“2023我的电影党课活动自4月启动
以来，宁波电影集团将党建文化形成品牌效
应，持续开展这项主题活动，涵盖了城市影
院、农村文化礼堂、社区、学校等，受到社会
各界一致好评。”宁波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吕军说。

此次活动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委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宁波市委党史研究
室、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方璐 芦美丽

电影党课影评大赛举行
40件作品获奖沉浸式实验甬剧

12月 22日至25日晚，由王锦文主演、宁波市甬剧研究

传习中心创排的沉浸式实验甬剧《结婚十年》在甬剧艺术博

物馆连演四场。

甬剧《结婚十年》部分取材于宁波籍作家苏青的同名小

说，讲述了乱世之下，一位知识女性从少女到结婚再到离婚

的心路历程。

《结婚十年》连演四场
王锦文主演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