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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668个农业社，在1957年春全县基本实现合作化。步骤和方法分成两批建成，年前完成

一批，年后即1956年3月底完成一批。(三)农业生产方面，要求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平均每

户以0．54亩地增种一季短期作物，即全县共可有26，600亩土地增种短期作物。1956年度

小春生产前，我县完成今年净增毛猪5．22％任务。今冬明春全县兴修山湾塘311口，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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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举国上下欢庆建国五十周年，喜迎澳门回归和国际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犍为县营业部编纂《犍为县人寿保

以示庆贺!

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对社会可以增进人民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和勤俭

德，积聚社会闲散资金，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对个人和

后顾之忧，使其安心生产和工作，满足人们对生、老、

病、死、伤、残等多种人身风险保障的需求，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保持家庭的安定祥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

和进步。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商业性保险，作为社会保险

的补充"。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又进一步指出：“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发

挥其对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由于国家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不可能覆

盖各种经济成份和社会各个阶层，这就必须通过大力发展人寿保险来

满足不同阶层对生、老、病、死、伤、残等方面的保障需求，以加快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人寿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

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人寿保险事业的发展程度将是社会现代文明和进

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犍为县人寿保险志》是我县人寿保险史上的第一部志书。本志

资料详实，反映全面，内容丰富，叙述清楚，可读、可用、可传。

愿广大群众继续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发展犍为人寿保险事业，

共迎接新的世纪，共谋新的发展!是以为序。

厂／钐．

日五卜二君瑚卜胡年岁九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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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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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邓

准确、完整的记

章、节进行记述，

三、《犍为县人寿保险志》的记述始于建国后，下限断至1999年

末。

四、记述行文中多采用简称或缩写，如：中共犍为县委员会简称

“县委”，犍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县人大”等；各级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总公司”、“省分公司”、“市分公司”、“县公司”
，

或“县保司”或“县支公司”；体改分业经营后，中国(中保)人寿保

险公司犍为县营业部简称“县营业部"。对保险专用名词的简称，如：

人身(寿)保险简称“人身(寿)险”，团体人身保险简称“团身险”，

简易人身保险简称“简身险"，少年、儿童两全保险简称“少儿险”，

独生子女两全保险简称“独子险”，在校中小学生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在校中小学生团体人身保险和学生、幼儿团体平安保险等简称“中

小学生平安保险”，保险费简称“保费”，保险费和保险金额的比例简

称“费率”，开展业务简称“展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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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输保

疾病

正式

1953

业务

的发展属于次位。从1951至1958年底，县保司共收人身保险费109182元，理赔

(给付)支出共5140元。

1959年，全国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本县于2月1日即撤销保险机构，停办

了全部保险业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保险事业带来生机。本县于1981年6月1日重新恢复

保险业务，由县人民银行代理，设保险经理处：1983年5月1日再次正式成立“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犍为县支公司"，属本县人民银行的股级单位；1984年12月升格

为局、行级单位。由于上级公司和本县各级领导的重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

持，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1986年以后，县保司坚持以业务发展为中心，以深

化改革为动力，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奋发进取，适应市场，扩大服务。特别是

加大了宣传的力度，边宣传边展业，抓住庆典、节日有利时机开展声势浩大的宣

传活动，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舆论工具宣传人寿保险知识，取得了明

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于此，保险险种由1981年单一的企业财产保险，发展

到运输工具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家庭财产保险、简易人身保险、少儿两全保险、

独子两全保险、中小学生平安保险、养老金保险和其他人身(寿)保险达20多个。

人身(寿)保险险种逐年增加，保费收入直线上升，到1995年底，全公司当年收

保费(含储金及财产险)总额达1121．6万多元，比恢复保险业务时的1981年增加

190．14倍，其中人身(寿)险保费收入325．2万元，比恢复保险业务后开始发展人

身保险的1983年增加484．22倍。从1983至1995年，县保司先后共处理人身(寿)

保险死、伤、残给付案3390件，给付保险金167．14万元。先后多次被市、县工商

部门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被广大群众誉为“保险是社会生活的稳定器”、“保

S





目前，中国人寿保险事业已进一步深入本县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保险观念

在不断增强。处此跨世纪之际，总结经验教训，汇半个世纪的历史于一册，供决

策者之用，是后来者了解本县人寿保险发展史的必读之书。以志为镜，再创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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