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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对“隔离险”应加强监管 ■ 钱夙伟

受近期上海、北京等地新冠疫情影响，

一度销售火爆的“隔离险”最近进入理赔受

理高峰期。然而，不少消费者发现，因为不

是在中高风险区或无法证明是密接等遭遇

了保险公司拒赔。对此，业内专家认为，保

险公司在产品宣传时应尽到免责条款的提

示解释说明责任，在销售此类产品时，保险

公司不应该进行选择性宣传。（6 月 23 日

《工人日报》）

疫情后，不少保险公司顺应市场变化

及客户需求，在承担意外责任的同时，扩展

了保险责任，包括因疫情防控政策而导致的

强制隔离，触发理赔条件后以津贴形式进行

经济补偿。这显然契合市场需求，比如“隔

离险”火遍网络，就是因为于疫情依然不时

难以预料的“逆袭”，“隔离险”让人应对疫

情多了一重保障，确实也是现实的需要。

而“隔离险”的设计和营销，也对客户

有更强的吸引力，比如“隔离险”产品的共

性：一是保费较低；二是投保便捷，多数产品

为线上自助下单；三是理赔回报诱人，多家

保险公司都以“躺着赚钱”“薅羊毛”等字眼

吸引投保者，赔付金额每天 100 元至 3000 元

不等。

但正是这样的宣传，其中却暗藏“机

关”。 问题还在于，实际上大部分“隔离险”

产品的赔付范围非常有限，免赔条款相对较

多，居家隔离、非自费隔离、从中高风险地区

回家隔离、次密接、全域管控等情况都不在理

赔范围之内。而若此一排除，又有多少“隔

离”者能够得到“隔离险”的理赔？此外，还

有消费者投诉，补贴金额并没有宣传的那么

多。也因此，据某投诉平台显示，和“隔离

险”相关的投诉多达 1500 条。因此，消费者

应在充分理解保险责任及条款的前提下慎重

购买保险产品，保险机构应减少营销宣传中

的套路，加强产品的保障性。当然，对于诸如

不实宣传、理赔困难等问题，有关部门不能止

于提醒，更应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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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人士研发

的减脂餐，农科院研发

的麦片和烧鸡……最

近，“高学历食品”火

了，电商平台上的销售

数据十分可观。不少

消费者表示，之所以选

购这类产品，是因为科研院所研发的食品

更营养安全。（6月23日《楚天都市报》）

对高学历人才，大家都不会不理解。

但是对于“高学历食品”，很多人可能还是

第一次听说。其实所谓的“高学历食品”，

并不是说食品有学历，还分高低，而是说食

品的研发方，往往都具有高学历的背景，比

如某种食品的主要研发者，是某个领域的

高学历人才，具有博士学位等等，再比如某

种食品是由某科研院所研发的等等。

现在市场上热卖的一些“高学历食

品”，就包括农科院研发的麦片和烧鸡，某

食品专业高学历人士研发的低卡减脂餐

等等，都是因为食品背后的高学历背景，

而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欢迎。“高学历食

品”之所以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一方面是

因为其满足了公众对健康管理和营养管

理的需求，毕竟在这些食品的宣传营销过

程中，都是主打健康、营养、绿色、生态概

念的；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食品行业同质

化现象严重，“高学历食品”主打“高科技”

卖点，起点比较高，抓住了食品行业的细

分赛道，所以能够迅速占领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消费者成了“高

学历食品”的追随者，即便这些食品的价

格往往比市场上同类食品价格高了不少，

也没有阻挡这些消费者追求健康和营养

的脚步。客观而言，一些“高学历食品”，

确实在保证营养丰富，也不降低口感的情

况下，做到了尽量减少添加剂的使用，同

时在食品的包装上也做到了极简主义，得

到消费者的欢迎，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高学历食品”并

非就是科学、营养、安全的代名词，它是否

名副其实，关键还是要看其是否达到国家

相关认证标准，否则所谓的“高学历”也只

是食品的营销噱头。

“高学历食品”的出现，有值得肯定的

一面，但是消费者也不要过于迷信，盲目跟

风。不妨等市场再成熟一些，价格也再合

理一些，我们再去购买消费不迟。

不要过度迷信“高学历食品”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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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这些
生活越来越愉悦

①直面问题，朝正确方向迈进；②面

对自己的内心，不要试图成为别人；③体

验当下，不要过度忧虑将来会发生什么；

④珍惜错误的教训，它们是进步的垫脚

石；⑤学会换位思考，用希望别人对待自

己的方式对待别人；⑥积极看待问题，控

制自己的反应。 @人民日报

携手同心，守护好孩子们的安全

做好每一次选择
那都是你未来的样子

面对未知是陷入焦虑，还是专注当

下、积极行动？遇到挫折是自暴自弃，还

是转变思维、破局而出？闲暇时是虚度

光阴，还是默默积淀、提升自己？每一种

对的选择，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回馈你

的人生。迷茫时读书、虑时行动、闲暇时

蓄力……时光不会辜负用心的你。

@人民日报

不久前，北京几名儿童在永定河畔

戏水时被水流冲走，多位热心群众下水

救人。落水儿童虽然全部获救，一位施

救者却不幸遇难。这一令人痛惜的事

情，再次为全社会敲响安全教育警钟。

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

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少年

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56%，平均

每天有 88 个孩子因溺水死亡。不仅仅

是溺水，交通事故、触电、火灾、拥挤踩

踏……各类安全事故，刺痛家庭、学校

乃至整个社会的心。

痛定思痛，每一起事故背后都有

一系列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孩子们缺

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家长

们疏于引导和监护，社会公共管理不

够周到和细致，都可能成为安全防护

中的漏洞。

安全教育要抓实抓细。减少安全

事故，防范类似悲剧上演，是全社会共

同的责任，更是学校、家长不可推卸的

义务。

早在 1996 年，我国就将每年 3 月最

后一周的星期一，定为全国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各地公安、消防、安监等部门

进学校、进课堂，教学生们应对身边的

安全风险。教育部也将安全教育内容

纳入地理、体育与健康、道德与法治等

国家课程中，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安全教育，应常规化、多样化、系统

化，完全浸润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安

全教育，更要落实在行动上。安全教

育，是需要携手同心的持续行动，学校

加强课程设置、专题教育和应急疏散演

练，提高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家长及其他监护人应切实履行监护之

责，时时言传身教，社会各部门积极承

担起各自责任，构建全方位的预防应急

机制，全力守护好孩子们的安全。

幌子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