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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五届“中国天然氧吧”产
业发展大会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举办。大会发布《恩施州创建

“天然氧吧城市”评价报告》，为恩施州
授牌“天然氧吧州”。自此，恩施州成为
湖北省第一个、全国第六个全域建成

“中国天然氧吧”的地级市（州）。
好气候、好生态越来越成为人们

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风向标”。作
为颇具影响力的气候生态品牌，“中
国天然氧吧”通过评价旅游气候及生
态环境质量，保护和利用高质量旅游
憩息资源，近年来持续助力各创建地
区活化利用当地气候生态资源，创新
发展氧吧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赋能
地方发展绿色经济。

好气候就是“金名片”

时节已至初冬，恩施州地心谷景
区依然郁郁葱葱。行走在蜿蜒曲折的
挂壁栈道上，来自上海的游客陈阿姨
感到格外畅快：“抬头能看见大片森
林，脚下还流淌着山泉水，这里的空气
很好，适合我们老年人来‘洗洗肺’！”

地心谷景区所在的建始县，于
2021 年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
不久前，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与建始县
签订合作协议，将联合打造气候康养
基地，探索氧吧旅游新的发展路径。
目前，恩施州下辖的8个县市均被授
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发展全域
旅游的生态优势十分显著。

恩施州委副书记、州长夏锡璠介
绍，恩施州近年来发挥特色资源优
势，已布局形成“1+3+8+N”生态
气候品牌矩阵，即 1 个天然氧吧州、
3 个国字号气候品牌城市、8 个天然

氧吧县市、N个避暑旅游目的地和天
气气候景观等，生态旅游康养已是恩
施州的主导产业之一。

“从2016年创建首批‘中国天然
氧吧’至今，已有313个县级地区和
景 区 加 入 ‘ 中 国 天 然 氧 吧 ’ 大 家
庭。”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
表示，通过创建活动，一批适宜旅
游、休闲、度假和康养的生态区域被
挖掘出来，不少“氧吧”连点成片，
充分发挥气候优势和特色，提供更多
全域旅游产品。

第五届“中国天然氧吧”产业发
展大会期间，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恩施州政府联合全国“中国天然氧
吧”创建地区共同发起“擦亮中国天
然氧吧金色名片，促进气候生态资
源价值实现”倡议，呼吁推动天然氧
吧创建工作与地方特色产业有机融
合，丰富品牌内涵，推动气候资源
价值转换。

“氧吧+”带来新机遇

颜色偏青、质地脆嫩、汁多味
香——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
巫山县盛产一种叫作“巫山脆李”
的甜蜜果实。这里雨量充沛，年有
效积温较高，年平均空气优良天数
达 340 天，为脆李生长提供了优越
的自然条件。

2019 年 ， 巫 山 县 在 成 功 创 建
“中国天然氧吧”的同时，还凭借清
甜的脆李，收获了“氧吧气候好产
品”的认证标志。据介绍，依托品牌
优势，巫山脆李的价格从认证前的3
元/斤上升至 6—7 元/斤，果农当年
实现增收 5.6亿元。中国品牌促进协

会相关数据显示，巫山脆李品牌价值
已经高达27.1亿元，连续4年位居全
国李子品类第一。

如今，巫山县百姓的“甜蜜事
业”越做越大，全县 23 个乡镇种植
巫山脆李规模达 30 万亩。据巫山县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果农按照“春
季赏花、夏季摘果”的思路发展“脆
李游”，当地政府通过打造“江南百
里李花长廊”等生态旅游景观、举办

“中国李乡·三峡花海”李花节等活
动，让更多农户吃上旅游饭。

近年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联合
各创建地区积极发挥“氧吧+”效益，
打造出“氧吧旅游打卡目的地”“氧
吧民宿”“氧吧专列”“氧吧优品”等
富有创意的衍生产品。

2021年，首趟“天然氧吧专列·
三门峡号”从北京发车，将氧吧品
牌与旅游专列相结合，带领 500 多
名游客前往全域氧吧三门峡市游览
天鹅湖湿地公园等景区，领略黄河
历史文化。列车行驶期间，车厢内
举办了氧吧特色产品试吃、氧吧产
品展销会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
出行体验。

在黑龙江省铁力市年丰村，50
多岁的李仁龙常年在外打工，听说村
里建起了氧吧民宿集群，他回村开了

家饭店。“生意太红火，一到夏天，
店门口都没地方停车！”李仁龙说，
今年夏天，为吸引更多游客来避避
暑、深呼吸，村里办起乡村民宿帐篷
节，在民宿区新增荷花池、灯光秀等
景观。“过去我们村是个空心村，现
在人气特别旺！”李仁龙说。

“我们希望人们到民宿去体验氧
吧地区的乡村生活，品尝当地气候条
件造就的优质农产品，在回归自然中
放松身心。”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常务
副会长孙健介绍，今年协会推出氧吧
民宿提升计划，遴选出100家氧吧民
宿集群，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对这
些具有示范意义的氧吧民宿进行业态
提升，赋能当地乡村振兴。

仍须凝聚产业合力

随着人们对氧吧旅游的关注度提
升，如何优化氧吧旅游体验、构建较
为成熟的氧吧产业体系，成为氧吧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良好生态环境是宝贵的旅游资
源，更是发展氧吧旅游的基础。在旅
游开发和景观打造过程中，尽量保持
原汁原味的自然生态、避免造成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至关重要。孙健表示，
中国气象局每年发布《中国天然氧吧

绿皮书》，对各创建地区的旅游发展状
况、品牌维护情况等作分析评价，及
时关注地区动态，加强对氧吧地区的
监督，一旦生态环境受到影响或破坏，
将及时采取措施，督促整改，甚至撤
销其“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产业促
进处处长胡荫渊建议，调动政府、市
场、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持续推进

“气象+旅游”重点品牌建设，打造
优质多样的气象旅游品牌体系，壮大
避暑避寒、气候康养等新业态，深入
挖掘气象资源价值，推出创新性、多
样化的旅游产品和体验场景，驱动产
业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绿色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教授张九天认为，构建气候
友好的旅游经济应推动产业协同发
展，以发展低碳生态旅游为抓手，因
地制宜，结合当地特色文化，促进一
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价值。

许小峰表示，下一步将成立天然
氧吧产业联盟，发挥天然氧吧经济研
究院的作用，凝聚并调动更广泛的社
会资源，共同探索具有天然氧吧地方
特色的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途
径，进一步充实“中国天然氧吧”品
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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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果农通过网络直播售卖巫山脆李。
新华社记者 储加音摄

游客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地心谷景区游玩。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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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今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

迎来股改上市20周年。

20年来，中国人寿寿险公司科技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科技成

果不断涌现。2012 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提出全面打造“科技国寿”战

略，坚持紧随科技发展步伐，强赋能、促转型、惠民生，以持续性技术革新

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走出了具有中国人寿特色的科技建设之路。

科技能力加速跃升 构筑行业领先数字基座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人寿寿险公司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

素，打造开放兼容的数字化底座，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

支撑。

革新架构，助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金融行业第一批试点单

位，实现重点业务系统信创数据库迁移投产，仅用一年时间完成全部重

点系统的分布式架构革新，实现100%重点业务系统分布式架构转型，成

功构筑全新自主掌控的分布式云架构数字基座，建设成果行业领先。

聚焦数据，数据管理能力行业领先。紧抓数据新要素，自上而下推

动构建全面覆盖的企业级数据管理体系，深化数据质量安全管控，强化

数据融合驱动，有效促进数据生产要素价值释放。结合我国数据管理领

域首个正式发布的国家标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GB/T

36073—2018）（简称“DCMM”），开展自身建设实践，体系化完善DCMM

八大领域运作机制。

云化基础，打造国寿特色数字化新基建。加速建设5G网络、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抢抓“新基建”发展机遇，提出并建成全国首个数据

中心，在北京中国人寿科技园高标准建成获得T4认证的地下机房，利用

公司私有云和外部公有云资源落地安全、绿色、弹性的国寿混合云，集计

算、存储、容器于一体，大幅提升数据安全性和计算能力。

科技布局与时俱进 打造具有国寿特色的数字生态

近年来，中国人寿寿险公司践行国企责任使命，致力于追求商业模

式创新，以“众智、敏捷、迭代”为准则，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持续构建数

字保险生态，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超前谋划，全面落地互联网IT布局。紧跟移动互联发展趋势，前瞻

性规划并落地了完整的“大后台+小前端”IT布局，打造高可靠、易拓展

的 IT后台与全天候、不间断的全网互联环境，并通过移动化、智能化的

前端应用为用户提供服务，促进公司安全平稳畅通运行。

变革突破，创新建立EAC商业模式。充分发挥公司既有优势，综合

运用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将线上数字应用与线下人工服务融

为一体，建成具有国寿特色的保险数字化平台（EAC），以扁平化、社交化

方式有效连接企业、销售队伍和客户，实现资源快速优化配置，构建数字

经济化的平台型商业模式。

开放融通，协同打造保险数字生态。中国人寿寿险公司通过数字化

平台投放覆盖销售、服务、交易、管理、风控、办公协同等经营全价值链的

各类服务，提供标准化服务组件近1.5万项，并聚合内外部资源，支持系

统各级机构及合作伙伴融合场景、灵活组装、延伸生态，以多样化场景为

驱动，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合作开展服务与活动超40万项，逐步建立更

加丰富多元的保险生态，实现开放共享共赢。

科技赋能提质增效 点燃转型发展的数字引擎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通过数字化提升企业竞争力，全面构建人工智能

技术体系，描绘智能化应用图景，为保险价值链全方位赋能。

赋能销售，激活发展动能。科技业务有效联动，中国人寿寿险公司

运用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服务形式，促进销售服务更加智能、精准和便

捷。数字化精准营销工具全面升级，以强大的智能算法助力销售服务，

推动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

赋能服务，悦享便捷体验。不断强化客户体验，加速数字化升级，以

客户为中心加速创新线上服务内容和方式，线上服务能力和业务数字化

处理能力快速提升。创新建立智能家庭保险保障全景视图，为超过1亿

家庭提供更加贴心的保障方案，围绕家庭保障需求推出从线上保单托

管、智能保障分析、智能推荐客户到保险配置建议的“一站式”专业管家

保险服务。

赋能运营，加速降本增效。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运营管理各环节，

有力提升运营效率。中国人寿寿险公司个人长险业务无纸化投保率接

近100%，客户保单保全线上化率保持在90%以上。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健康险智能理赔模型，覆盖5大类19个关键风险类别，让

理赔服务更高效、更便捷。

赋能风控，深化数智创新。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创新开展基于用户行

为的大数据监测和智能分析，快速识别异常登录，精准捕捉异常用户行

为，实现风控前移、动态监测、精准处置，日均面向用户精准实时推送安

全通知 110万次。2021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反洗钱智能识别及查证

系统”荣获中国人民银行年度金融科技发展奖二等奖。

未来，在科技建设之路上，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将继续勇毅前行、创新

求变，积极打造大型金融保险企业数字化转型“新范式”，充分发挥国有

保险企业在践行科技赋能、服务国家大局中的主力军作用，也让广大客

户畅享中国人寿简捷、品质、温暖的保险保障服务。

中国人寿办公大楼中国人寿办公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