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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寿险：实现全流程无人工理赔零突破 引领行业创新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 基于数字大模型的人工智能成
果接连问世，给处于高质量转型进程的保险业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改善服务
质量、提升经营效率，更有潜力改变行业的组织、模式
等底层逻辑，从“数字化”走向“数智化”，激发新的发
展动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人寿寿险公司”）推出的智能理赔新模式，再一次走在
行业最前沿，推动理赔智能化服务迈入新境界。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依托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科
技力量， 让智能理赔全流程无人工作业模式实现了
理赔服务各环节的智能化再造。 从智能拍照、智能识
别、智能审核到智能采集，新模式涵盖了理赔服务的

核心环节， 各流程节点的全线智能化打破了理赔服
务对人工的依赖。 同时，新模式具备智能识别管控风
险及模型自我迭代学习能力，实现了运行、风控、迭
代的生态闭环。 从理赔申请到赔款到账，全流程无人
工参与，理赔结果“立等可取”， 真正实现了 24 小时
不间断理赔服务。

多管齐下谋突破，树立数智时代服务新标杆。 近
年来，中国人寿寿险公司着力推动服务入口多元化，
通过寿险 APP、微信平台、线下柜面等多种渠道随时
随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通过科技赋能与协同合作，该
公司积极探索服务新场景、新模式、新动能，推动运
营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中国

人寿寿险公司主动拥抱数智科技， 打造出借助智能
模型，实现无人工作业的理赔新模式。 今后，该公司
将持续深耕科技赋能转型升级， 持续优化智能理赔
服务模型，着力攻克理赔审核中资料差异大、标准化
程度低、结构化难度高等痛点、堵点，为行业贡献更
多数智时代的理赔服务方案。

久久为功 ，止于至善 ，“国寿好服务 ”的打磨一
直在路上 。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将继续坚持 “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守护人民美好生活 ”的企业使命和
“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的核心理念，以“简捷、品质、
温暖”的服务，守护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为金融高
质量发展贡献国寿力量。 ②25 （刘俊华 曾佳）

于弦歌声中仰望圣贤的人生境界
������中国人不论身在何处 ， 只要提起 “子
曰”， 骨子里的 DNA 就立刻会被激活。 比如
面对别人的无理强迫， 我们会愤愤道： “己
所不欲， 勿施于人。” 再比如， 一个人谦虚
时会脱口而出 ： “三人行 ， 必有我师焉 。”
可以说， 从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集成 《论语》 之后， “子曰”
就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语言系统。

我经常想， 中国文化缺少了孔子， 我们
民族的文明史该如何书写？ 缺少了儒家文化
的滋养， 我们的性格底色、 处世准则会是怎
样 ？ 朱熹赞孔子 “天不生仲尼 ， 万古如长
夜”， 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孔子这样的圣人出
世， 那么中华文明就像黑夜一样， 看不见未
来。

孔子， 一位对中华文明的进步作出伟大
贡献的圣贤，曾 3 次游历陈国。

陈国，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 是以今天的
周口市淮阳区为国都， 全盛时期包括现在的
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一部分地区的诸侯

国。 历史上， 孔子 3 次来陈国游历讲学， 在
陈国居住 4 年。 为纪念孔子 “陈蔡绝粮、 弦
歌不止”， 历代陈地人民感念圣贤教化， 在
淮阳西南隅建弦歌台。 1994 年， 弦歌台被国
家旅游局确定为 “孔子周游列国旅游线路必
至景点”， 2019 年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一个对孔子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人

来说， 一定要去弦歌台！
初夏的天气， 热浪袭人， 弦歌台里， 幽

静清凉。 弦歌台广场中央， 矗立着 9 米高的
花岗岩孔子塑像。 孔子两手拱于胸前， 面容
敦厚慈祥， 有着文质彬彬的圣贤气象。

绕过广场后面 “厄陈弦歌 ” 影壁 ， 一
座屋顶覆绿色琉璃瓦 、 墙体为朱红色的古
建筑映入眼帘 ， 正门上方的石匾额上有
“弦歌台 ” 3 个大字 。 这便是弦歌台的正门
了。

关于弦歌台的来历 ， 据考证 ， 最早为
汉代的 “扼台”。 相传东汉时期， 陈王刘宠
曾在此地习练弓弩 。 黄巾军攻陈 ， 刘宠自
带数千强弩手固守此台 ， 迫退了义军 。 唐
开元年间孔庙迁于台上 ， 宋代在这里建弦
歌书院， 明嘉靖年间命名为 “绝粮祠”， 又
改名为 “弦歌台”。 后来， 弦歌台几经损毁
又几次修建 ， 现在的弦歌台主要是清代建
筑。 弦歌台占地 40 多亩， 呈长方形， 为三
进院落， 南北依次为正门、 戟门、 大成殿、
弦歌书院， 两侧为东西厢房。
从正门穿过戟门， 就来到大成殿。 大成

殿正门两侧石柱上镌刻楹联： 堂上弦歌七日
不能容大道， 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高山。 凝
望这副楹联， 恍惚间， 我的思绪穿越茫茫时
空， 回到了 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记者 黄佳

������公元前 489 年的一天，阳光依然灿烂温暖，孔
子受楚昭王邀请前往楚国， 途经陈国和蔡国。 路
上，众弟子簇拥着的一辆马车缓缓而行。 马车上，
63 岁的孔子静默端坐。 孔子是一位有德有才的圣
贤，他所反对和斥责的都切中各国的弊政。 陈、蔡
两国的一些士大夫担心孔子到楚国后被重用，对
两国不利， 于是就派役徒在陈、 蔡交界处围困孔
子。 孔子和弟子被围困了 7 日，靠吃野菜充饥。

弟子一个个饿得筋疲力尽， 有的弟子还生病
了。 子路忍不下去了，面带愠色跑到老师面前，愤
愤不平地对孔子说：“夫子， 君子也有困窘没有办
法解决的时候吗？ ”孔子嘴唇干裂，头发有些凌乱，
但目光从容坚定，回答道：“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
但君子困窘的时候能坚守正道， 小人穷困时就会
不顾一切地胡作非为。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
兴。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
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说完继
续讲诵诗书、抚琴歌咏。后来孔子派遣子贡到楚国
求救，楚昭王便发兵迎接孔子，孔子师徒才得以脱
身。

在困窘中， 一个人的行为更能反映出自身的
品质和意志。 君子困窘中能够保持良知、 恪守道
义、 坦然处之， 品德败坏的人在困窘中则不讲原
则、鲁莽行事！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思考， 孔子为何要栖栖遑
遑周游列国 14 年推行他的“仁政德治”政治主张？
在此期间，他被人讥笑“累累若丧家之犬”，甚至险
些丧命。 后来，读《史记·孔子世家》《论语》我渐悟
圣贤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
谁来为中华民族的文脉延续奔走呼号？ 是孔子和

他的三千弟子———一群颠沛流离却安贫乐道的知

识分子，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之间，以“士不可
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创造了一个民族的文
化！

大成殿内有孔子和他 10 位得意弟子的塑像。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在《论
语》里，被孔子亲口称赞的有 10 人 ，被人们称为
“孔门十哲”。这 10 位弟子分别是以德行见长的颜
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口才见长的宰我、子
贡，以办理政事见长的冉有、子路，以熟悉古代文
献见长子游、子夏。 他们都干出了一番事业，这对
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 68 岁回鲁， 在鲁国又生活了 5 年，73 岁
去世。回到鲁国后，孔子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
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 。 孔子在晚年整理编修了
《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中华民族保
存了珍贵的文献。

公元前 479 年，孔子去世，弟子们继续宣扬他
的学说，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儒家学
派提倡的“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天下为公、大同世
界”的思想，还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
的思想，不但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东亚
各国也产生了影响。

弦歌声中， 仰望两千多年前马车上那个风尘
仆仆的背影，他不但是我们文化的先驱，也是我们
精神世界永远的引领者。 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将
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②18

弦歌台广场孔子雕像。（图片由弦歌台景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