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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电话销售中心撤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撤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市分公司电话销售中心，其《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05500100,序号：
0197988）自登报之日起失效，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公司将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支公司撤
销后的相关善后事宜，确保后续服务工作到位。原有的人员、业务及各项工作转入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第三营业部。

联系电话：95519、023-63828778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0年9月24日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区支公司三峡广场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吴敏
机构编码：00000550010600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森香路4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2号世源大厦2-1-5-1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0035 联系电话：65399117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
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09年0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阳县支公司故陵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温舒越
机构编码：00000550023500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故陵镇金峡路12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青龙路8号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500 联系电话：18996633385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
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份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9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去年，重庆中烟新一届党组提出大
力实施“追赶、集聚、数字化”三大战略，
瞄准“双打造”、“双前十”战略目标、制
定“两步走、翻两番”战略步骤，奋力探
索特色发展新路。

重庆中烟将“数字化”定位为提升
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方向。确立了以数
字化转型为品牌图强、发展提速关键助
推器的建设理念。坚持顶层设计指导，
推进核心系统建设，边建边试边优化。

一年来，重庆中烟依托行业“CT-
155”信息化规划、“互联网+行动计划”
和“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绘制出“数
字重庆中烟”建设蓝图，构建基础支撑
平台，扎实推进核心业务系统建设，数
字化建设效果初显。

精心顶层设计
完善蓝图架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借助业界
专家团队智慧，及向标杆兄弟单位学习
的基础上，重庆中烟制定了符合发展实
际的《“数字重庆中烟”建设规划
（2019-2023）》。

以“全域感知、互联协同、数字运营、
智能决策、运转高效”为目标的“数字重
庆中烟”，注重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

“云大物移智”新技术，高起点、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采、
管、用、接、存全面数字化，经营管理全线

上运行，在数字领域打造又一个“数字孪
生重庆中烟”。助企业从传统工业企业
向工业互联网服务型企业升级。

“数字重庆中烟”建设规划核心内
容，被归纳为“3631”，就26个业务能力
进行建设和提升。“3”是方向指引，指
规划统一于中台架构下的应用、架构、
技术三大架构；“6”是核心举措，指拥
有六大核心能力的数字化应用平台；

“3”是重点工作，指建设混合云平台、
数据中台、协同平台等三大支撑与保障
平台；“1”是重要保障，指构架一套卓
越的信息化治理体系。

重庆中烟确立了“两年见成效、三
年试点智能化、五年智能化升级”的发
展轨迹，通过共建烟草产业数字化生
态，打造“大平台+小前端”的平台化经
营管理平台，实行数据全要素采集、全

过程管理、全维度使用，接续实现信息
全面数字化、过程智能化、决策智慧化
的“数字孪生重庆中烟”建设目标。

搭建基础平台
整合应用系统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重庆中烟参

考阿里技术生态体系，加快专有云、敏
捷云平台建设。企业云平台包含公司
总部专有云节点，和三座卷烟厂的边缘
计算节点。建设内容包括云平台软件
服务和各节点相关硬件资源，为企业提
供基于云的计算、存储、网络、安全、数
据加工等基础能力。

重庆中烟按照工业互联网思想，
规划旗下3座卷烟厂技改。3座卷烟
厂均按“数字工厂”整体打造，根据各
自特色进行细化和差异化设计。其
中，黔江卷烟厂即将重点在设备智能
化、园区智能化、仓储物流智能化、智
能制造等技改方面取得突破；重庆卷
烟厂将以中支特色推进制丝线改造，
力争在“制丝集控云化”方面率先实
现行业突破。

重庆中烟经过近年来的信息化
发展，优化、新建了覆盖企业管理、产
品和市场、供应链管理、工厂管控、支
撑管理等核心业务域关键流程的应
用系统，基本支撑了“端到端”的业务
运营需求，基本实现了生产综合统
计、财务综合统计等单点业务线的统
计分析能力，以及业务系统的信息集
成。支撑了各信息系统间的业务协
同和交互集成。信息化在企业管理
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为公
司集约化管理、集团化运作提供了支
撑，信息化工作带来的效能、效率和
效益逐步显现。

紧扣发展关键
展开“两项试点”

制造型企业中的智能工厂和市场
营销应用，都有管理快速迭代和业务滚
动升级的需求，非常适合以“业务中
台+微服务”的模式建设。重庆中烟以
两大领域为试点，逐步推进中台架构的
建设工作。

重庆中烟将“数字化”战略确定为公
司三大战略之一，高度重视数字化建设，
充分借鉴业界和行业先进单位经验，统
一标准规范，积极融入行业一体化平台
建设，为“两项试点”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云大物移智”新技术，在我国
发展势头迅猛，但整个应用生态仍需不
断完善。重庆中烟相关负责人表示，行
业一体化平台建设，是完善烟草产业数
字化生态的重要契机，公司将以积极姿
态，在完成自身“稳态更稳、敏态更快”的
数字化应用前提下，深度参与行业生产
经营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及营销先行先
试工作，为产业数字化贡献力量。

唐勖
图片由重庆中烟提供

蓝图渐展 效果初显

重庆中烟发展获得“数字动能”

信息中心员工和施工人员对设备进行调试

数聚动能谋发展数聚动能谋发展

重庆中烟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快上楼来，进屋坐。”9月18日，时
近黄昏，记者前脚刚跨下车门，上方就传
来了声音。抬头一看，一个穿着白衬衣，
看上去十分精干的汉子，正站在三楼的
走廊上，扯着嗓门喊话。

汉子叫冉渊腾，曾是奉节县竹园镇
五龙村的贫困户。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
政策，他迁下了山，住进了新房子。

但是，冉渊腾下山过程有些波折。
“前前后后，我搬了两次家。”他伸出

手指比了一个“二”，裂开嘴笑道。
过去，冉渊腾一家住在一个名叫黑

沟子的山坡上，那里不通公路，摩托车也
只能骑到离家约600米的地方，需要再
走上十几分钟才能到家。

老房子是30多年前修的，土墙结
构，地上、墙上都是土疙瘩，房顶上的土
瓦片早已残破不堪，一下雨家里就漏
水。冉渊腾家里常备一根竹竿，下雨的
时候就把瓦片捅一捅，改变一下角度，这
样漏到屋头的雨水就小一点。

冉渊腾做梦都想换个好房子，但两
个孩子念大学，家里负担太重，只能作
罢。早年间，冉渊腾曾在当地的小煤矿
打工，结果患上矽肺病二期，从此劳力丧
失了一大半，只能望着老房子叹气。

2018年底，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后，冉渊腾终于搬进了山下的集中安置
点——这是一栋三层小楼，一楼是4间
生产用房，二楼和三楼各有两户人家。

对这次搬家，冉渊腾那叫一个重
视——他本来抽到的是二楼，但好说歹
说换到了三楼，“肺不好，感觉三楼空气
好点。”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冉渊腾买
起家具家电来不含糊，大电视、热水器、
电饭煲、电冰箱等一应俱全，几个房间都
挂上了代表喜庆的红色窗帘，让人感觉

他迎来了新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新家住了个

把月，冉渊腾就和妻子刘超慧搬回了山
上。

“睡得踏实，却又不踏实。”他说，踏
实是因为房子不漏雨了，睡得安稳；不踏
实是因为山下没地又没事干，两个娃儿
的开销大，心里不安稳。

其他事情也让冉渊腾烦心，“我们这
些扛锄头的，每天回到屋，脚上都是泥
巴，在老房子可以随便踩，在新房子踩到
地砖上全是脚板印，看起焦人。”

当然，绝不仅仅是因为爱惜新房的
缘故。竹园镇在集中安置点成立了管委
会，下设物业管理组，制定居民生活公约，

推动规范性管理。这让在老房子里习惯
了随地乱丢、随口乱吐的冉渊腾很不习
惯，几次和管理员拌嘴，搞得很不愉快。

冉渊腾添置的大件电器，都是要花
电费的，煮饭也要用到煤气罐，哪像老房
子除了电灯泡，基本没什么电费开销。
因此，当第一个月的电费、煤气罐费单子
出来后，冉渊腾瞪眼一看要100多元，立
马就搬回了山里。

竹园镇党委副书记王韬一看这情
形，便时常叫上村支书朱建平，一起给冉
渊腾做思想工作。

“你这老房子是危房，不能住人。”
“生活习惯的问题可以慢慢来，都有

个过程。”

“山下虽然种地困难一些，但是搞其
他产业是一样的。”

……
好说歹说，冉渊腾望了望残破不堪

的老房子，终于在2019年5月二次搬家。
这一次，他真在山下找到了事做。
去年，村里搞河堤整治，冉渊腾承包

了一小段，4个月净赚几万元。今年，村
里给冉渊腾安排了护林员的公益性岗
位，每月有1000元，再加上每月3000多
元的矽肺病补偿金，一家人的生活已经
无虞。前不久，村里的扶贫车间开动，每
月保底工资 1500 元，加上计件有近
3000元，冉渊腾准备去谋个差事。

“这次我真的不回山上去了！”他说。

冉渊腾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家住了个把月，又搬回了
山上；第二次搬回安置点后，他说：

“这次我真的不回山上去了”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9月26日，重庆市2020年知识产权服

务万里行系列活动之“地标优品·彭水行”直播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在
彭水县郁山镇举行。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俊安，彭
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冉茂波入驻腾讯直播“地标云平台”直播
间，助力主播推介彭水地标优品、农特好物、风光美景。

直播现场向网友推介的彭水晶丝苕粉、彭水紫苏油、彭水猕猴
桃、太极水、擀酥饼、火吉果、香椿、巴山蜀水、摩围山、九黎城、阿依
河、乌江画廊等土特产及风景名胜，都是彭水甄选的优品好物。0.01元
秒杀、互动抽奖、拼手速抢单……各种福利派送更是让现场热闹非凡。

“近年来，重庆市知识产权局深入推动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
程，充分发挥地理标志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服务机构等
各方作用，积极开设地理标志产品线上专区，加大展示推介力度，促
进优质地理标志产品的产销对接。”范俊安在直播中介绍，为贯彻国
家知识产权局对今年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的总体部署，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牵头开展了“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系列活动，此
次由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彭水县政府主办的“地标优品·彭水行”直播
助力脱贫攻坚活动为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扩大地标优品
知名度，提高农特产品销量，助力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共有地理标志商标261件，位居全国第六
位、西部第二位，全市地理标志产品总产值超过480亿元，带动就业
650万余人，人均增加年收入近1万元。其中，彭水拥有地理标志商
标24件，居全市第一。

“地标优品·彭水行”直播助力脱贫攻坚活动举行

彭水地理标志商标24件全市第一

本报讯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杨圣泉 郭浏婷）
9月26日，巫溪县消费扶贫馆正式开馆迎客，上千市民和企业代表
踊跃观展购物。据统计，开馆首日，山东省泰安市东西扶贫协作帮扶
集团、重庆帮扶集团等与巫溪县多家企业签订扶贫认购协议，协议总
价值超过2190万元，助推该县消费扶贫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巫溪县消费扶贫馆位于柏杨街道学府路，总占地1800平方米，
分线下馆和线上云馆两个部分。线下馆汇集了扶贫企业、扶贫车间
及专业合作社56家共计178个品种的商品。线上云馆则将线下馆
所有扶贫产品、文化及产品故事搬上网，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以
此提升巫溪农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拓宽销售渠道，解决农产品销
售“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此外，消费扶贫馆还建有大数据指挥系统、
实物体验区、直播带货平台等5大板块，具有展销、配送、培训、实体
电商融合4大核心功能。

“这里既像超市，又像博物馆，巫溪出产的好东西在这里都聚齐
了。”市民陈先生随着人流在农特产品展示展销区逐个展台打望，冬
桃、脆李、蜂蜜、腊肉等特色农特产品应有尽有。

展厅内，一块与墙面同高的液晶大屏格外显眼。屏幕上，采集动
态、热销产品推荐等数据实时跳动更新。巫溪县供销社副主任李俊
介绍：“这是扶贫成果展示系统，它汇集了全县的扶贫产业大数据，既
可以实时展现产品销售动态，更新企业帮扶排行榜，也可以对扶贫电
商的营运进行追踪。”

据悉，巫溪县近年来不断深化消费扶贫，积极探索政府采购承
销、帮扶单位助销、商场超市直销、电子商务营销、展会宣传推销、旅
游带动促销、社会力量帮销、扶贫展柜展销等八大消费扶贫模式，销
售农特产品4500余万元；组织直播带货400余场次，销售农特产品
700余万元。通过消费扶贫品，巫溪县优良的扶贫产品正在源源不
断地走出大山。

巫溪消费扶贫馆开馆
首日协议总价值超2190万元

五龙村集中安置点是市级示范点，这
里屋前荷塘平静开阔，屋旁休闲广场干净
整洁，屋后山岚绿树繁荫，建得十分漂亮。

但冉渊腾下山后，仍然感到“水土不
服”。关键原因便是，此前没有产业配
套，贫困户搬得出但稳不住。

搬出大山并非一劳永逸。如何让贫

困群众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答案是：
就业管当前，产业管长远，改出好习惯，
文娱更丰富。

一方面，要加强技术培训，让离开了
土地的贫困群众有一技之长。另一方
面，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并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让扶贫主导产业成为群众长效

增收的“主心骨”。此外，要让群众逐渐
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为逐步完善的农
村人居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奠定基础。最
后，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五龙村就根据实际，引导下山群众
外出或就地务工，并建设蔬菜大棚和扶
贫车间。针对冉渊腾这种情况，一方面

协调进入工地务工，一方面安排护林员
公益岗位。同时，开展“三变改革”，对土
地、山林、农房、水利设施、集体资产进行
确权颁证，动员搬迁户将闲置资金、土地
等入股村集体或农业企业，实行入股分
红，保障利益联结 100%。此外，开展新
时代文明实践、清洁家园、送文化到村等
活动，让广大群众享受精神食粮。

总而言之，有事干、有路跑、有钱挣，
才能稳心稳岗稳住易地扶贫搬迁户。

“搬下山”并非一劳永逸

村里给冉渊腾安排了护林员的公益
性岗位。 记者 颜安 摄/视觉重庆冉渊腾（左）在铺装栈道。 （奉节县竹园镇供图）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