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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决策方向明灾年保险大发展

—访安徽省保险公司总经理戴藏忠

王德佑

本刊记者

飞雪迎春到。

江淮大地东风起，“保险”花开第一枝：1991，大灾之年保险事业大发展，保费收入创历史纪，达到 7.29 亿元，为 1985 年，

保费收入的 10 倍，比上年录年净增 1.73 亿元，增幅 28.64%。元月 7 日，安徽省委、省政府予以通令嘉奖，省委书记卢荣景亲

自把一面绣有“弘扬抗洪抢险精神，发展保险事业”的锦旗，授予安徽省保险公司总经理戴藏忠同志。

记者闻讯，冒雪顶寒到达合肥，探询大灾之年保费收入创纪录的奥秘。当我见到戴总提及此问题时，他却颇富风采的吟咏

了一句古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后，他谈锋一转，把焦距拉大，镜头对准了 1991 年的盛夏。

苍宵断裂喷祸水灾区儿女识亲人

6月上旬江淮地区梅雨早至，7月上旬似苍弯断裂，暴雨为注，一时间，地面积水近两米，洪流滚滚，全省 72 个市县告急，

18 个市县陷入灭顶之灾。

洪水时时施淫威，分分秒秒急煞人。江淮儿女的呼救声，撕肝裂肺，象催征的战鼓，似无声的命令，没等省保险公司组织

动员，全省 2900 多名保险职工，或徒步，或乘船，或泅水，先于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和干部到达灾区，慰问灾民，查勘灾情，采

取特殊措施进行理赔，稳定民心。肥东县按名册先预付给协个保户赔款 200 元，后逐步查勘定损，寿县对保户按名册与乡干部

协商定损，赔款到村，公布于户，短时间内将 4500 多万元赔款兑现完毕，定远县运用乡村干部、教师、学生等社会力量查勘定

损，县保险公司抽查核批等简便易行的办法，把党的关怀和保险公司的深情及时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农村是这样，对城市受灾企业查勘理赔更为适时。省明星企业、庐江色织厂 7月 24 日受灾，没出三天，查勘定损结束，赔

款 25 万元，8 月 1 日及时恢复生产，马钢的铝矾土矿被洪水吞没，马鞍山市保险公司及时赔 100 万元，又开新矿，基本没影响

马钢生产，肥西县的三何古镇，8月 2日水退，县保险公司就对 18 家企业赔款 159 万元，合肥磁性材料厂 7月 10 日受灾，市保

险公司预赔 20 万元，17 日就迁新址恢复了生产，三次受淹的定远县染整厂，由于得到了应有赔款，1991 年生产任务超额完成，

厂长激动地说：“没有保险公司的支持，我们厂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形势。”

保险公司在灾害中的“三快”（快查勘、快定损、快赔付）和笃守信用，产生了轰动效应。

舒城县舒山镇得赔款 380 多万元，当该镇的吴兴村民见到县保险公司吴副经理时，激动得声泪俱下，高呼共产党好，保险

公司亲。

巢湖市银屏区有三个乡，其中两个乡全部投了保，大灾中得赔款 9.3 万元，原未投保的肃芙乡未等动员，就先于原投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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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乡全部投保了以农房为主的家庭财产保险。

霍山县下符桥区干部说：“平常下乡村民不理睬，这次和保险干部下乡，群众亲热得跟一家人一样。”

寿县女县长乔传秀高兴地说，这次寿县大灾，得各方救援款 1 亿多元，其中仅保险公司一家赔款几占一半，没有保险公司

这根顶梁柱，寿县的灾情将更大。

六安县长王国俭向国务委员陈俊生汇报灾情时，他说：“这次大灾我有四条需要反思：一是水患意识差，二是保险观念淡

薄，……”

霍丘县与寿县灾情大致相同。寿县投保覆盖面 96%，霍丘县只有 47%，因而两县从保险公司得到的赔款也悬殊甚大。事后，

霍丘县长去六安地区保险公司找到杨经理，似带检讨地说，我对不起霍丘人民，今后我要下大力抓好保险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安徽全省有 10 多个县的人大常委会在灾后都分别作出决议，大力支持群众保险。

马钢这个中央大型企业对保险的反应更是积极，在续保 1992 年的企财险时，很快交了 45。多万元，比上年增加 100 万元，

庐江色织厂受灾，由于得到赔款迅速恢复了生产，又推动了白河造纸厂，庐江化工总厂等 6 个厂矿企业向保险公司保足保全，

从而增加了保费收人 12 万多元。

戴总深情地说，通过去年的水灾，群众认识了保险，强烈要求保险，各级党政领导也从实践中了解了保险，提高了保险意

识，积极支持群众保险。目前保险在安徽城乡名声大振。同时，我们保险职工通过几个月的查勘、定损、赔付工作，也看到了

自身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在认识上产生了飞跃。从更深层次觉察到，发展社会主义保险事业，不仅为大中型企业、城

乡群众所需要，更是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不可或缺的。

方向明决策对保险职工千劲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戴总神采奕奕地说，面对上述形势，就如何因势利导，推进业务大发展，我们总经

理室的同志们也提出几种方案，但没有匆忙作出决定，我们分别和处长们一道，迈开双脚，到全省 70 多个市地县公司进行了广

泛调查，发现 9 个省辖市公司的业务从总体说发展很好，但并没有象有些人说的已经饱和，尚有不少受保户欢迎的险种没有开

发，不少的县承保覆盖面不高，还有的县基本条件不错，可保费收人不如条件差的县。这就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的深思。回省公

司后，把我们所发现的问题汇总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安徽保险事业大有发展前途，潜力在县级公司。于是省公司根据安徽的

省情，做出了“以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县级业务”的决策，还按照总公司年初提出的“巩固发展城险，大力发展人险，对农

险要有一个新突破”的精神，要求全省各市地县各展所长，发挥优势，全力发展业务，尽最大可能，满足各方对保险的需求。

与此同时，省公司还对 1989 年出台的改革经营机制，进一步作了修改和补充。

为了适应业务大发展后的新形势，省公司成立了以副总经理陈冬至为首的经营管理领导小组，确定芜湖市，铜陵市和天长

县为省公司的经营管理试点，全面推行程序化、标准化、系列化和科学化管理，并在全省 16 个市地公司中的 10 个市地公司设

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检查计划的落实，组织经验交流，出版简报等事宜。

上述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的下达，经营管理机制的建立，在市地县公司引起了强烈反响。时值 8 月末，全省水灾查勘定

损理赔刚告一段落，广大保险职工又投入了以展业为主的战斗。

通过抗洪抢险洗礼的全省保险战线职工，谁也不甘落后，时间紧，使急中生智：暗自寻找对手，订出赶超目标，瞄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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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己发展业务的办法。于是，一场明争暗赛的活动，首先在巢湖、六安地区拉开战幕。巢沏地区以其每年保费增幅位居全

省七地区第二作为定位目标，提出眼睛盯住宿县地区，步伐赶上滁县地区，在发展人险上下功夫。六安地区保费收入标位定在

全省七地区的亚军上，采取查保源挖潜力，开展优质服务等措施。

巢湖、六安地区的行动，很快被滁县、宿县地区发现。于是，滁县地区也提出紧盯巢湖、六安地区，采取巩固老险种，开

发新险种的办法，扩大服务领域，增加保费收入，并在职工内部实行“四包两挂”（包保费收入、包赔付率、包工作效率、包服

务质量、实绩和费用、奖金挂钩），开展小段指标竞赛。宿县地区也紧瞄六安、巢湖地区，提出 1991 年跃上新台阶，三季度清

帐扫尾，四季度交出胜利答卷的目标．为此，宿县地区在内部开展了小段竞赛，在外部，登门向对手学习，分析动态，随时找

出赶超办法。

巢湖、滁县、六安和宿县四地区的旗鼓相当（资源、人口和所辖地盘），各具千秋的明争暗赛公开化后，波及全省。阜阳地

区地盘大、人口多没有对手，他们就提出“水涨船高，阜阻地区保证历年保费收入占全省 1/10 的水平”为奋斗目标。具体措施

为：配合贯彻基本国策，家财短险变长险。积极发展双女户养老金保险和城驭

省辖市合肥、蚌埠、芜湖、铜陵、淮南、淮北、安庆、马鞍山和黄山市等公司，也闻风而动，除在巩固老险种，开拓新险

种上用劲外，还在经营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上下功夫，向县级公司提供经验，发挥“依托”作用。

省公司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全省 65 个市县公司的负责人到业务发展较快的庐江县参观学习，以该县为镜子，找差距，

查不足，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组织全省各市县参观学习庐江县的同时，省公司又授予“庐江县特别贡献奖”荣誉称号。

10 月，省公司又借全省抗洪抢险表彰会的东风，又对展业有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进行了表扬鼓励。

省公司对竞赛的着意引导和精心组织，使这场明争暗赛的自发活动，很快发展成为全省有领导，有铁序的你追我赶的竞赛

热潮。

戴总高兴地说，安徽保险战线这一你追我赶形势的出现，使我省保险事业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各地汇总的情况表明：县

级公司业务获得了大发展，在保费收入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县级公司保费收入由 1990 年的 30%．上升到 50%以上，并涌

现出了庐江续太和两个超千万元的县，这是始料不及的。

率先发起明争暗赛的巢湖、六安，滁县、宿县四地区，保费收人都完成了预订目标，其中巢湖地区保费收入增幅最大，由

全省七地区名列第二跃升为第一名，滁县地区在展业上创造了“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归口）”的办法，宿县地区在“铁路

法”实施后，想方设法开展业务，铁路货运保费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

“通过你追我赶的竞赛，9 个省辖市的保险公司都很好地发挥了“依托，作用”，戴总加重语气地说，象合肥市保险公司，

市内三个区级办事处，保费收入比上年增长 30－40%，市属三个县家财险保费收入比上年增长 10 倍左右，全市保费收入超亿元，

应收保费压缩了 50%。由于“铁路法”的实施，芜湖、马鞍山、铜陵等市原开办的铁路货运险业务受阻，他们就主动到工厂企业

上门联系，开拓预约铁路货运业务险，1991 年铁路货运险业务收入不仅不减，还有大幅度上升。其中芜湖市比上年增加 45%，

铜陵市增长 41%。更为可贵的是，上述各市对大中型企业开展优质服务，开发适合企业急需的新险种上，赢得了淮北电厂、淮南

电厂、马钢、安庆石化总厂和宁国水泥厂．等大型企业的信赖。其中宁国水泥厂，原来只保了企财险，1989 年交保费 100 多万

元，由于保险公司对该厂开办了受欢迎的新险种，1991 年交保费 300 多万元。

戴总在谈到人险的发展时，有点神采飞扬。他加重了语气说，1991 年，我们的人险业务发展，真是按照总公司的要求“大

力发展”了。其中阜阳地区人险保费收入 316。万元，比上年增长 50.9%，淮南市人险保费收入 2100 万元，占整个保费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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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强，合肥市养老金统筹保险一项就收入了：300 万元，比上年净增 1000 万元，蚌埠市的子女婚嫁金险一项收入超千万元。还

有六安、滁县、宿县三地区和淮北市人险保费收入比上年增长 33－38%。全省人险保费收入达 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人

险保费收入首次超过财产险，占整个保费收入的 44.6%。

总给经验找差距华风再上断合阶

戴总最后以总结的口吻说，过去的一年，我们最大的感受是，保险业务的发展，要立足于安徽的实际，紧紧围绕党的中心

工作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扎实的服务，并走在各行各业的前边，体现社会主义保险业的特点，使保户遇险有安全感，关键时

刻能得经济补偿。从而取信于民，得到了党政领导的文持。否则，在广大农村就没有保险公司的地伞二再一点，就是保险公司

是国家金融企业，经济效益是公司的生命．线。所以，总经理室制定的“以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县级公司业务”的方针，得

到全省各支公司的支持。他们用通俗的语言说，'1991 年我们既抓了吃饭险，“抓了地位险”。第三点，为大中型企业服务要抓在

点子上，要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从而畅通双方关系，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淮北电厂，是个中央大型企业，她的线路下面有

一采石场，对安全供电影响极大。改变线路吧，电厂苦于资金不济。保险公司闻讯解囊相助，拿出防灾费 25 万元，解决了电厂

的难题，震动了全省。

戴总把话题一转，说到今年安徽保险业的任务上。他说，我们清楚地看到，安徽保险业的发展，与友邻省江苏、山东、湖

北、何南比，还有不刁递距，去年灾年虽有“超常”发展，但仍未赶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所以今年我省保证 8亿元，力争 8.5

亿元的保费收入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去年安徽全省受灾经济损失达 275 亿元，可保险公司只赔了 3.8 亿元。

这个巨大反差，说明潜力不小，只要做好工作，“跳一跳就可以把果子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