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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6日在通山县双泉社区莲花小区72号
捡拾女性弃婴一名，姓名成旺佳，身体健康，弃婴红色格
子棉被包裹着，随身携带小奶瓶一个和一张出生于
2019年1月16日字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王
女士联系，联系电话0715-2358818，联系地址：通山县
城市福利院。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通山县城市福利院
2022年1月27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1月25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主要负
责人带队深入高铁岭镇大牛山村开展走访
慰问“暖冬行动”，每到一户留守儿童家中
都与他们进行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生
活情况及所面临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树
立信心，勇敢面对困难，并向他们送上慰问
金和新春祝福，叮嘱他们要注意防寒保暖，
做好疫情防控，安全过冬、温暖过节，积极
传递烟草关爱“正能量”。 （通讯员 胡琴）

嘉鱼县烟草专卖局

“暖冬行动”慰问留守儿童

目前市面上的“隔离险”看起来很
美，似乎被隔离了就能获赔，但实际情
况是这样吗？

记者在一些网络投诉平台上看到
不少关于“隔离险”的投诉，其中理赔
难以及购买机票、火车票被强行搭售
等成为投诉重点。

保险公司和一些营销人员在推销
“隔离险”时，往往将“隔离获赔”作为
最大卖点进行宣传，却对产品的各种
限制条件淡化处理。

记者注意到，在腾讯微保平台上

销售的大地产险的一款“隔离险”产
品，其产品销售页面上“隔离200元/
天”被用粗体大字标识，非常显眼，但
一些“免责事项”字体却很小。仔细阅
读这款产品的条款发现，被集中隔离
但未自费支付隔离费用、居家隔离等
情况都不在给付责任范围内。

一位保险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在
多地的防疫政策中，密接集中隔离是
免费隔离，“隔离险”将免费隔离、居家
隔离等列为免赔责任的话，意味着消
费者投保了“隔离险”也无法获赔，保

险就失去了意义。
记者梳理发现，市场上在售的“隔

离险”大多在宣传时突出所谓低保费、
高保额特点，理赔的种种限制条件却
隐藏在销售页面“查看更多”下的《投
保须知及声明》和《保险条款》中，消费
者若不仔细查看，很容易忽视。

在一些消费者看来，“隔离险”的推
出是好事，可以在疫情期间获得更多保
障。但从产品宣传和理赔情况来看，一
些保险公司有些走偏了，应该把心思更
多花在做足保障和做好服务上。

新华社电 春运大幕已经开
启，一些热门方向的车次一票难
求，很多平台上的抢票软件再次
成为“香饽饽”。需要提醒的是，
一些抢票软件套路多、陷阱多，相
关方面要加强引导、强化监管，让
群众及时买到放心票。

交通运输部综合预测，2022
年春运全国将发送旅客11.8亿人
次，日均2950万人次，同比增长
35.6%，返乡者的买票压力随之增
大。

各大平台上，各种“抢票加
速”软件层出不穷，号称能“优先
出票”，并以“购买加速，成功率翻
倍”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一些
平台还把“抢票加速”服务细分为
不同等级，从“低速”到“光速”价

格逐步增加。然而，不少人用过
以后发现，“加速包”并无用处。

铁路12306也发文指出，消
费者使用的“加速包”并不能拥有
优先购票权，无论是哪款购票软
件都需要在铁路12306购票系统
排队。

各类抢票软件之所以能大行
其道，很大程度是利用了返乡者

“即使多花钱也要买到票”的焦灼
心理。每逢节假日，朋友圈里“好
友助力”抢票泛滥，也是平台所渴
望的引流效应。

除了诱导消费的套路多，部
分抢票软件还暗藏着风险——消
费者一旦注册个人信息并进行网
银交易，木马病毒、“网银大盗”等
恶意软件就可能悄然进入，给消

费者信息和财产等带来风险。
在解决春运购票问题上，铁

路部门已推出“候补购票”功能，
相关方面要通过各类渠道广而告
之，引导群众到正规渠道购票，避
免掉入消费陷阱。对涉及虚假
宣传、存在安全隐患、扰
乱网络购票秩序，甚
至触犯法律法规的抢
票软件，相关部门应
增强监管和打击
力度，不让
群 众 掉 进

“坑”里。

“只卖9块9”，好销路背后有“套路”

“隔离险”，葫芦里装着什么药？
“隔离1天补贴1000元，居家躺着赚钱。”“花9块9买个安心。”听起来是不是很动心？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一种俗称“隔离险”的保险产品，以保费低、保额高、易投保等作为营销卖点，在网络上不断升温，受到消费者青睐。
“隔离险”真像宣传的那么靠谱吗？会不会暗藏风险？记者进行了调查。 一些保险从业人员表示，保险公司从

稳健经营出发为保险产品设置免责条款
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按法律要求做出足以
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如果在产品宣
传销售时刻意淡化或隐藏免责条款，容易
导致销售误导，引发理赔纠纷。“这是保险
业的老问题了，该好好整顿一下了。”

专家表示，保险公司在设置免责条
款时，内容要细致准确，让消费者一看
就懂。在投保流程设计上，无论是纸质
保单还是手机投保，对需要重点提示的
关键信息，要在显眼位置提示。

慧择寿险商品中心总经理王寅建
议，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要认真查
看保险条款，注重查看条款对被保险人
的限定和要求，确保自己满足投保规
则。同时，仔细阅读免责条款，有不明
白的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解释说明。

对于一些“隔离险”产品在定价方
面出现的随意性，记者了解到，主要原
因在于缺乏经验数据积累，精算定价基
础不足。

针对保险行业问题，近年来监管部
门采取多项措施，重点之一就是严查产
品开发设计严重缺乏经验数据基础，追
求营销效果，炒噱头、蹭热点等。

受访人士表示，要强化监管，对行
业在售的“隔离险”产品的合法合规情
况进行全面核查清理，重点查处违法违
规及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本源，强化合规
经营意识，提升产品开发管理水平。

（据新华社）

疫情之下，一些居民因为防控要
求，需要居家隔离或者集中隔离。由
于隔离风险的存在，“隔离险”的受关
注度越来越高，有的第三方保险平台
月均投保超过6万件。

“隔离险来一份，人家被隔离是焦
虑，你被隔离是赚钱。”“59元买的隔离
险，居家隔离期间赔了2800元！”……
记者在不少社交平台上都看到了此类
与“隔离险”有关的信息推介。

记者看到，互联网平台上推荐的
“隔离险”，投保门槛较低，保费有的仅

需9.9元，大多也只需数十元。保障时
间方面，有的几十天，有的长达1年，被
保险人在保险期间被隔离，可以每天
获得几百元至1千元不等的赔偿。此
类保险往往同时保障确诊、意外伤害
等情况。

在一些旅游出行平台上，乘客在
购买机票或者火车票时也会被提醒是
否购买“隔离险”。

业内人士表示，从本质上来看，市
面上常见的“隔离险”都是一年期以内
的意外险附加一定的隔离责任。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
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朱俊生
表示，疫情之下，保险公司能够根据消
费者的需要开发相应的产品，具有积
极意义。“隔离险”热销，是因为消费者
保险意识越来越强，希望有更好的风
险保障。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销售规模不
断扩大，“隔离险”产品出现了价格恶
性竞争的苗头。你卖19.9元，我就卖
9.9元，有的公司甚至推出了4元的产
品。

■好销路背后有“套路”，理赔难等被吐槽

■“隔离险”热销，低保高赔成营销利器

■强化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谨防网上“抢票神器”成“骗钱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