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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当：商业向善

丁当在演讲中表示，公司是
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千
万计的公司是中国经济繁荣的
基础。他对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发展充满信心，坚信中国企业将
以富有韧性的姿态共克时艰。

丁当认为，作为公司的管理
者，面对复杂的形势，应该有所
坚守，有所谋划，厘清企业发展
之道的“变”与“不变”。“变”指的
是要顺应外部形势的变化，寻找
新风口，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不
变”的则是坚持学习先进的经营
理念，同时坚守优秀的文化底蕴
和价值追求，承担社会责任，推
动社会公平、公正、进步。

丁当将企业分为坏公司、好
公司与伟大公司，认为优秀的企
业应追求“从大到好、从好再到
伟大”，通过创造更广义的社会
价值迈向伟大。

在演讲中，丁当首度对外详
解平安人寿“慈善生态圈”商业
模式，即从客户需求出发，营造
善意场景，为海量用户提供多种
生活服务，在提升用户体验同
时，最大化满足客户需求，将原
本割裂的慈善与商业有机融合。

丁当介绍，平安人寿“慈善
生态圈”思路的核心，就是把用
户请到线上，通过提供免费服务
和优质产品，更好回馈客户。以

这种逻辑，平安人寿构建了两个
王牌慈善场景。

第一个是“健步行”活动。
如线上跑、“平安大满贯”马拉松
赛事、“荧光跑”、“光猪跑”等，以
丰富趣味的形式满足人的“爱
玩”本性，将枯燥无味的走路变
得生动有趣。这一理念还融入
了产品设计之中，进行了“产品+
健康”的创新实践。

2016年，平安人寿联合平安
健康险，在业内首推“平安RUN”
计划:客户只要购买了指定保险
产品就可以参与平安RUN计划。
通过这一设置将运动的成果与
客户购买的保险相关联，最终实
现在保障端。平安RUN将长期运
动的大目标进行拆解，改变客户
缺乏运动的坏习惯。

第二个慈善场景是“幕天捐
书”。该项目以书籍流转为核心
内容，在平安金管家APP开设“幕
天捐书”模块，客户可到平安人
寿客服门店捐书，或线上预约业
务员上门收书，实现好书向乡村
学校流转。2018年，“幕天捐书”
启动“千城万区”公益行动，以城
乡社区为主要阵地，百万业务员
走进社区摆摊设点，广泛筹集书
籍，建设乡村学校图书角。截至

2018年9月底，平安人寿全国45
家分支机构共举办5.4万余场社
区捐书活动，获客人数285.5万
人，转化率按中观50%估算，实现
潜在保费效益240亿元。

“慈善生态圈”模式也积极
响应了“健康中国”和“书香中
国”建设的号召。在助力“健康
中国”方面，“健步行”活动通过
业务员邀请客户参与的方式，从
2014年至今累计吸引近3亿人
次参与健走健跑。平安RUN截至
目前已有将近500万客户参与。
与未参与的客户相比，参与平安
Run 的客户加保率提升41%，退
保率降低约20%，死亡率降低约
14%，重疾发生率降低约2%。这
意味着客户在收获更健康生活
方式的同时，公司的赔付运营成
本也大幅下降。随着客户运动
量的增加，退保及理赔数据的改
善也更加明显。

2012年起，平安人寿开始再
塑企业文化，推行“爱与责任”为
基础的“慈善文化”。平安人寿
从《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的学习
着手，提倡队伍“执善心、筑大
业”，促进业务员常怀使命感，多
反思自身不足，积极提升职业素
养，养成与人相处的良好习惯，

成为具备“爱与责任”、用善意与
他人谦和相处的人，继而使团队
氛围更加友善、敦睦，最终通过

“慈善生态圈”把这种“友善”和
良好体验传递到客户身上。

丁当认为，“生态圈”营造的
善意场景，连接代理人与广大
客户，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让销售和服务像呼吸一样自
然，此为手段之善；通过践行这
一商业模式，实现社会、公众、
客户、员工等相关利益方共赢，
承担起迈向伟大企业所需要肩
负的使命，此为效果之善。远
超利润之上的“向善”使命追
求，给予平安人寿远超行业平
均水平的品牌溢价，吸引更多
潜在用户选择平安，从而为公
司带来更多价值和利润。中国
传统的“义与利”问题，在“生态
圈”模式下既是统一的，又是互
相促进的。“生态圈”模式如马
明哲先生所言，将至少引领平
安人寿未来30年的发展！

最后，丁当呼吁，企业应当
从善意出发，涵养出超越利润之
上的企业文化与价值观，铸就新
时代下的新商业文明，引领社会
文明进程，为社会繁荣、国家进
步、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11月18日，华商书院2018年（第十二届）年度论坛在武汉启幕。来自
全国的5000多名政、商、学界精英汇聚一堂，共议全球经济格局，展望中国
未来发展。论坛上，中国平安人寿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当应邀出席并发表
题为《商业向善》的主题演讲。

广告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家住人民路的潘阿姨一
家，近日喜滋滋地乘上了街道安排的
集体搬场车，离开老城厢，开始了新
生活。青年报记者从黄浦区福佑地
块集体搬场仪式及旧改情况新闻通
气会上获悉，为了加强老城厢风貌区
保护，接下来，根据专业部门的规划，
有价值的建筑将被保留下来。

据悉，福佑地块位于老城厢风貌
区，是全区余留体量最大、房屋结构
最差的旧改地块。近些年，因多种原
因影响，福佑地块旧改征收进度一度
滞后。今年，在市领导直接关心下，
在市旧改办、市住建委、市发改委、市
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的精心指导和大
力支持下，福佑地块征收正式启动。
这个地块共涉及居民5680证，分南、
北两块，市、区联合实施土地储备。
其中，项目北块共涉及居民2597证，
于今年9月28日正式核发征收决定，
10月20日启动预签约工作，当天签
约率便突破90%，不到一周达到98%，
无论是签约速度还是签约比例，均创
造了黄浦旧改项目的新纪录。

老城厢作为上海的“城市之
根”，保留了上海最传统的居住生活
形态，具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与文
化底蕴。如何在做好保留保护工作
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旧改成为当务之
急。

据悉，今年黄浦区重点聚焦老
城厢，新启动的4个项目中，福佑北

块、547地块、亚龙东块等3个项目位
于老城厢环内的第一和第二象限，涉
及居民近5000证。黄浦区以区企联
手为依托，反复与市属地产集团进行
研究，下一步初步考虑以老城厢第四
象限（复兴东路以南，河南南路以西）
为试点项目范围，全面梳理主体、资
金、方式、路径等关键要素，形成具体
实施方案，力争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正
式启动。

同时，黄浦区还将以加强风貌保
护，深化城市更新，改善社会民生为

核心，全面聚焦老城厢片区开展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目前，正在推进风貌
评估、建筑甄别以及形态、生态、配套
等专项研究。将按照“成片保护历史
肌理、保护连续历史街巷”的总体思
路，坚持以总体规划为引领、以片区
分级为指导，对街巷、地块边界和建
筑等保护要素提出分类管控要求，通
过整体形态研究和区域容量平衡，合
理布局新建高层建筑，加强民生配套
建设，做到历史风貌保护与新建开
发、民生需求的有机统一。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随着激昂的
乐曲，诗朗诵《致敬——共和国科技
丰碑》向人们展开了一幅幅祖国科学
家的感人画面：钱学森、屠呦呦、南仁
东、袁隆平、王振义、叶叔华等科学巨
星的动人事迹令人时而心潮澎湃，时
而潸然泪下。科普剧社城区行——
科普剧展演徐汇专场近日在梅陇文
化馆拉开帷幕。该活动接下来还将
在浦东新区和静安区进行专场展演。

全市首家挂牌的“社戏凌云”科
普剧社，经过多年的创作，积累了一
批以科学普及为主题的作品，有小
品、歌曲、舞蹈、说唱、朗诵等多种形
式。科普剧的特点表现在人与自然、
科学与社会的交叉点上，以时代为背
景，以社会为舞台，以人物为主角，以
科技为内容。

本次展演所有的作品均为原创，
四幕科普剧《都市生活写真》中，包含
了“人工智能”“心理健康”“家庭关
爱”“智慧生活”等内容，引导观众跟
随人物情节发展的过程接受科学知
识。情景舞蹈《环保打击乐——生活
节拍》讲述的是徐汇区凌云街道“绿
主妇”推行的垃圾减量环保活动中的
真实故事，它告诉人们，其实有很多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黄浦区老城厢福佑地块动迁启动
为加强老城厢风貌区保护将保留有价值的建筑

■都市脉搏

科普剧社城区行
将走进浦东静安

居民开开心心搬离老城厢。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