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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主动作为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保险力量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与公司扶贫干部

看望乔坑村村民

近年来，作为中央金融驻赣企

业，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肩负央

企使命，主动作为，创新方式，全心

全意投入脱贫攻坚战，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贡献保险力量，实施乡村

振 兴 与 脱 贫 攻 坚 有 效 衔 接 。 截 至

2020 年，公司辖内全省系统 104 个

帮扶点已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扶贫

责任书计划均已超额完成，脱贫攻

坚成果持续巩固。

扶贫干部用生命书写感动
做支援脱贫攻坚的守护人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党委高度重视乡

村 振 兴 工 作 ，全 面 制 定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计

划，将助推乡村振兴工作纳入公司重要工

作议程。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

风关、廉洁关，坚持选派政治素质好、工作

能力强、善于沟通协调、有吃苦奉献精神

的干部到一线锻炼。截至目前，省分公司

共有驻村人员 55 人，其中第一书记 18 人、

驻村队长 5 人、驻村队员 32 人。在日常工

作 中 ，各 级 党 委 积 极 深 入 帮 扶 点 调 研 督

导，通过听取工作报告、实地考察项目、走

访帮扶群众等方式，掌握乡村振兴工作现

状，分析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完善工作举

措；将党建培训与结对帮扶相结合，开展联

学联建、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会和各类帮扶

爱心活动，凝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

合力。

2017 年 8 月，中国人寿崇仁县支公司

驻陈坊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陈智辉积极响应

党中央和公司党委号召，主动要求参加驻

村扶贫工作。他先后被选派到崇仁县相山

镇凤岗村、河上镇元家村、相山镇陈坊村参

加驻村扶贫工作，连续参加了三轮驻村帮

扶，是为数不多驻村期满两年而被继续留

任的驻村干部。

2019 年 8 月 19 日，陈智辉来到他驻点

帮扶的第三站崇仁县相山镇陈坊村，陈坊

村离镇政府驻地 12 公里，离县城 45 公里，

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但他毫无怨言，一心

扑在工作上。

正当驻村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转为乡

村振兴，陈智辉和所有的驻村帮扶队员一

样，为未来的乡村振兴任务踌躇满志之时，

他的生命却戛然而止。

2021 年 2 月 1 日，像往常一样，陈智辉

起早前往挂点村相山镇陈坊镇，突然晕倒

在马路边上，陷入昏迷。11 点 38 分医生宣

布陈智辉抢救无效死亡。在病床旁还有他

一直带在身边的扶贫文件袋，里面有扶贫

资料和他的换洗衣服。

陈 智 辉 去 世 后 ，他 的 亲 兄 弟 接 过 支

援 脱 贫 攻 坚 的 接 力 棒 ，继 续 奋 战 在 脱 贫

攻 坚 第 一 线 ，彰 显 了 一 名 普 通 共 产 党 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为

民情怀。

持续拓展保险帮扶模式
做服务乡村振兴的急先锋

省市县三级公司今年上半年在深入调

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累计向

92 个帮扶点投入乡村振兴资金 21.05 万元，

用于帮扶点的产业发展和农产品种养等创

富项目。其中省分公司捐赠帮扶的宜黄县

新丰乡乔坑村 50 千瓦光伏发电站，今年 4
月正式并网发电。市级公司共发展产业帮

扶项目 4 个：上饶市公司帮扶鄱阳县响水

滩乡牌港村发展两个产业——稻虾养殖、

大棚蔬菜；鄱阳县支公司帮扶的珠湖乡周

家村建立马家柚种植基地；玉山县支公司

帮扶的玉山县怀玉乡关口村发展三农产

业——雪莲果种植。

2021 年，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继续

发挥保险主业的优势，持续拓展“大病保

险+商业保险”模式。先后承保了鄱阳、万

年 160 万乡村居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广

丰区公司创造性开展了城乡居民 43 万人

及低保 1.8 万人的意外伤害保险等，有力支

持了地方政府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助

推乡村振兴。

同时，公司在婺源、德兴两县承办了长

期护理业务，配合护理机构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进行上门服务，对居家护理

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为特殊群体提供更高

质量的护理服务。

截至目前，2021 年全省系统共收取扶

贫 业 务 保 费 3431.2763 万 元 ，赔 付 款

4119.0741 万元，赔付人数 1.92 万人；在承

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地区积极推广国寿大

健康平台，向城乡居民推送健康管理服务，

使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快捷的健康咨

询服务。同时，利用集市、节假日在偏僻农

村地区开展义诊等活动，为城镇居民提供

力所能及的医疗咨询服务。

扎实开展防止返贫工作
做追寻农民美好生活的实干家

在乡党委政府、村两委和中国人寿江

西省分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公

司扶贫点新丰乡乔坑村从 60%的自然村没

有水泥路到村村通水泥路，房屋从纯土坯

房到修葺一新，贫困户的年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 2451 元到 2020 年的 18562 元，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 年 10 月的一个深夜，乔坑村一位

贫困户的妻子深夜精神病发作，且有暴力

倾向，驻村工作队员欧阳学良听闻这一消

息后，立即配合乡派出所协警出发，护送病

人前往位于工业园区的精神病医院进行治

疗，返回途中山路崎岖，浓雾弥漫，回到新

丰乡时已凌晨三点。

乔坑村另一个贫困户肖品禄，又聋又

哑又瞎，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也没法谋生，

得益于精准扶贫政策，他的生活有保障，驻

村第一书记施炜嵘也经常在节假日看望慰

问该贫困户。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不仅积极帮扶

贫困户，也给乔坑村捐助了大量资金，助力

该村发展产业和村集体经济，让偏远的小

山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全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的工作要求，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赣州分公司驻村工作队扎实开展防止返

贫致贫监测预警工作。积极推广“两类人

群申报二维码”，让生活发生较大困难的

低收入农户通过扫码进行帮扶申请，通过

APP 查询核实信息后及时入户调查，开展

帮扶；帮扶干部摸排，驻村工作队每月组

织帮扶干部紧紧围绕防止返贫致贫监测

和政策落实方面，进村入户对农户的“两

不 愁 三 保 障 ”及 饮 水 安 全 问 题 开 展 大 核

查，根据排查情况建立排查台账，实行台

账 管 理 ，动 态 清 零 ；结 合“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实践活动，开展系列慰问活动；落实产

业 奖 补 政 策 ，2021 年 申 报 了 产 业 奖 补 36
户，合计金额 75429 元。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脱贫摘帽

并非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

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将持之以恒支持乡村

振兴战略，用行稳致远的力量描绘乡村振

兴的美好蓝图。

丁 慜 罗 渊/文
（图片由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提供）

律师取证有了“尚方宝剑”。为充分

发挥律师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的作用，切实

保障民事诉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10 月 18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司法厅

出台《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律师调查令

的办法（试行）》，决定在全省试行在民事

诉讼中实行律师调查令制度。

新出台的《办法》将如何进一步保障

律师调查取证权？又怎样规范调查令的

签发和使用？10 月 18 日，省高院和省司法

厅联合召开发布会予以解读。

调查令出台
破解律师取证难题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是否确凿有效是

诉讼成败的关键。

“ 律 师 法 规 定 律 师 有 调 查 取 证 的 权

利，但由于社会配合度不高，收集证据的

手段有限。”省律师协会会长张工告诉记

者，部分协查单位以行业规定、内部规定

为由，不愿配合律师调取证据，不利于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调查令制度打破了这一司法困境。省

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柯军表示，在民事诉

讼中引入律师调查令制度，能有效减少取

证过程中的种种阻力，强化当事人及其代理

律师收集证据的能力，减少因为调取不到证

据而承担举证不能的情形，更好地保障了当

事人在审判、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

更具操作性
实现申请主体和诉讼阶段的全覆盖

《办法》共 18 条具体规定和 3 个附件，

对适用范围、审查程序、责任追究等进行

了详细规定。

《办法》明确，只有当事人的代理律师

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令，律师不仅包

括社会执业律师，还包括法律援助专职律

师、公司律师和公职律师，实现了申请主体

的全覆盖。同时，律师在民事案件的立案、

审理和执行阶段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实现了诉讼阶段的全覆盖。

《办法》要求，持律师调查令调查收集

的证据应该是与案件事实直接相关的书

证、视听资料、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电子

数据等，但不包括物证和证人证言。同时

规定，律师调查令的有效期限最长不得超

过十五日，期限届满后自动失效。

为便于执行，《办法》还对律师调查令

所需的材料、法院审查的程序、协助调查

人收到调查令之后的具体操作程序等进

行规范，详细规定了律师调查令申请、使

用、反馈各个环节的文书样式，助力提升

民事案件诉讼效率。

更具刚性
规定细化责罚，首创证据密封制度

如何才能保障律师调查令的法律约束

力？《办法》明确规定了律师调查令所有参

与主体的权责，进一步增强调查令的刚性。

对于协助调查人的配合义务，《办法》

明确了有正当理由或无正当理由不提供

相关证据或信息的规制情形。

“《办法》新增的制裁处罚内容，让调

查令长出了‘牙齿’。”柯军告诉记者，如果

协助调查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妨碍调

查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进行处罚。同时，可向协助调查人的主

管部门通报情况，提出司法建议。

《办 法》的 刚 性 ，不 仅 面 向 协 助 调 查

人，持令律师也会因不规范行为而被追究

责任。

《办法》确定了 7 条“红线”，包括伪造、

变造调查令，伪造、变造、隐匿、毁损调取

的证据，无正当事由选择性提交调取的证

据，私自拆封协助调查人密封的证据等。

“律师若碰‘红线’，将严格依照律师法等

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行业处分等，确

保调查令权威性。”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

唐锋表示。

为进一步增强信息的安全保护，《办法》

还首创了证据密封制度，要求协助调查人将

所提供的证据密封后，交给律师或直接邮寄

人民法院，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江西出台律师调查令新规
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妨碍调查可能被处罚

本报记者 杨 静

又到井冈蜜柚飘香时。近日，吉水县

白水镇果农叶军华从果园一收工，便一头

钻进村里的农家书屋。“只要一有空闲，我

就到这来看看果蔬种植方面的书。”叶军

华告诉记者，刚开始种植井冈蜜柚时没有

经验，经常到村里的农家书屋来“充电”。

如今，来书屋看书已成习惯。

近年来，吉水县以农家书屋建设作为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抓手，自 2007 年启动

建设以来，县财政每年编制农家书屋工程

配套资金预算，按标准建成农家书屋 268
家，实现全县村（居）全覆盖。2018 年，该县

将农家书屋纳入脱贫攻坚文化扶贫工程，

预算专项资金 205 万元，全面提升农家书屋

阅览室建设。2019 年起，该县将农家书屋

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实现资源整合共建共享共用。

“‘丁管家’，早啊！”在冠山乡浒岭村农

家书屋，村民亲切地向书屋管理员丁学信

问好。曾是村干部的丁学信，2014 年退休

后，他主动要求担任村里农家书屋图书管

理员。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丁学信都

会 按 时 开 放 农 家 书 屋 ，指 导 村 民 分 类 阅

读。在吉水县，大多数农家书屋都配有由

村干部兼职，或由退休老教师、老干部等义

务担任的管理员。该县还采取提供公益性

岗位等方式，分别聘任 140 名残疾人、22 名

脱贫户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负责书屋日

常管理、维护和服务工作，每人每月发放

300 元补贴。为加强农家书屋管理员履职

能力和管理水平，该县每年组织开展管理

员业务培训，确保农家书屋管好用好。

丁江镇双橹村农家书屋每月一次的农

民读书会、尚贤乡米头村“文化扶贫”读书

会、八都镇东坊村主题读书活动……如今，

围绕农家书屋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为越来越多的吉水群众呈上一道道“文化

大餐”。该县相关部门也积极组织各地农

家书屋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7 年以来，先

后推出“万里诗歌万里行”“永乐大典忆解

缙”等全民阅读品牌活动，让馥郁的书香，

持续萦绕在吉水的大小村巷间。

书香馥郁村巷间
王薇薇 本报记者 李 歆

金 秋 时 节 ，樟 树

市阁山镇黄家巷村水

稻 进 入 收 获 季 ，金 色

水 稻 铺 满 稻 田 ，壮 美

景色与美丽村庄交相

辉 映 ，展 现 出 一 幅 丰

收画卷。

通讯员 杨 松摄

丰收画卷

电影《邓小平小道》
全国点映仪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钟秋兰、李征）还原伟人普通的一面，在平

凡、朴素中见伟大。10 月 17 日，重大革命题材电影《邓小平小

道》在庐山启动全国点映仪式。当日下午，在南昌小平小道

陈列馆同步举行江西出版集团专场点映活动，以“电影党课”

的形式，江西出版集团率先组织部分党员进行首场观影。

影片《邓小平小道》自 2017 年 8 月 15 日开始运作，汇集了

著名编剧王兴东、著名导演雷献禾、著名演员卢奇等一流电

影人组成的制作班底，历经 4 年精心筹备，在一代伟人、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拍摄，通过大

荧幕呈现邓小平同志在南昌接受监督劳动的故事。影片以

父子情深为切入口，刻画出伟人平凡真实普通的一面；从与

基层工人群众的交往中，展现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国家命运

的思考，揭示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思想轨迹。

10 月 11 日，记者来到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村委会办公

室门前的水泥地上铺满了正在晾晒的稻谷，空气中弥漫着稻

谷的香气。

“我们村里不仅种了稻子，还养了牛，去年养的 70 多头牛

快要出栏了。”刚从田里收割晚稻回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魏三忠，边清理身上附着的稻草边对记者说。

去年 12 月，魏三忠带领村民干起了养牛的工作，由村集

体和 36 名村民共同出资，建设养牛基地，今年预计能有 20 万

元左右收益。

近年来，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魏家村成立了高安市

魏家马鞍岭红薯专业合作社，通过带领村民种植西瓜、辣椒、

豆角、葡萄等经济作物，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去

年，村里有 50 多名村民参与合作社的工作，发放工资总额 40
余万元，收入最高的村民一年能有 1.5 万元。

“食堂的饭菜很好吃，合我的胃口。”魏道宜老人在魏家

村“幸福食堂”的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每天都会到“幸福食

堂”就餐，说到这里的饭菜，他连连称赞。

2015 年，在魏三忠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之初，就设想要建

一个食堂，解决村里独居老人吃饭难的问题。由于缺资金，

食堂一直未能开张。 2018 年 3 月，通过爱心人士的资金支

持，魏三忠带领村干部建起了“幸福食堂”，为独居老人提供

营养丰富的午餐和晚餐，现在全村每天有 20 多名老人在这里

用餐。

“原先一到下雨天，到处都是泥巴路。现在全部修建水

泥路，还安装了路灯。”魏家村金家村小组村民金根高兴地对

记者说。

前两年，金家村推进新农村建设，很多群众认为现在居

住条件还可以，没必要实施新农村建设。魏三忠了解情况

后，带领村干部走家串户，找群众谈心，讲政策，聊发展，并召

开村民大会。村民们最终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配合新农村

建设。

新修的水泥路、新建的池塘、新挖的沟渠……新农村建

设完成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要把村民装在心里。只要

把 事 情 做 好 了 ，村 民 们 认可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魏三

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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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村民装在心里”
—— 记 高 安 市 蓝 坊 镇

魏 家村党支部书记魏三忠
朱兆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