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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日前，由中国医院协会急
救中心（站）分会联合全国120
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及相关学
会、协会共同设立的“‘1·20国
家急救日’倡议活动暨急救科
普大课堂线上公益培训”在北
京急救中心召开，旨在促进我
国急救体系不断完善，推动全
社会关注急救，为健康中国保
驾护航。

目前，我国正在加强城乡
急救体系建设和院前急救行业
管理，发展医疗急救学科，增强

全国120急救网络服务能力，
完善急救法律法规，促进急救
事业合理、合规、合法健康发
展。与此同时，各地120急救
系统及相关机构大力开展急救
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配合相
关部门落实中小学急救教育工
作，建立高风险岗位人员急救
培训职业准入制度，社会大急
救体系逐步有序构建。

中国医院协会急救中心
（站）分会主任张文中透露，到
2030年，我国计划建成立体高
效、首善标准、国际一流的120
院前紧急救援网络。此外，他

建议将每年1月20日设立为国
家急救日，是由于1月20日与
我国急救电话“120”重合，便于
宣传推广和百姓记忆，有助于
急救事业的推进和发展。

“当患者心脏停止跳动后，
黄金急救时间只有4分钟，而
在实际情况中，很多患者由于
抢救不及时、周边人不会心肺
复苏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北
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急救专
家陈志坦言，即便公众学会心
脏复苏术，在紧急情况下还是
有人不敢对患者进行急救。实
际上，如果患者没有反应、没有

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就需要
第一目击者立即实施心肺复苏
和应用AED抢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胸
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敖虎山
指出，心脏骤停呈现年轻化趋
势，需要急救的情况越来越多，
通过国家急救日倡议让公众关
注急救、学习急救、推广急救，
在公共场所配备急救包、自动
体外除颤器（AED）等急救设
备，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记
者了解到，北京120已经开始
将安装在城市大型公共场所的
AED在 120调度平台电子定

位，以期提高心搏骤停时AED
的可及性和应用效率。

“尽管我国急救知识的普
及率目前仍比不上欧美发达
国家，但近年来，我国普及急
救知识的场所不断增加，机制
渐趋完善，线上线下的活动规
模也越来越大，全社会对急救
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都提
高了。”张文中呼吁，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学习急救知识，在
别人危难之时伸出救援之手，
挽救一个生命不仅是对个人、
更是对一个家庭和整个社会
的帮助。

完善急救体系 让公众敢救、能救、会救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
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于续保、停售等备受争议的
焦点问题进行了明确规范，指
出已经审批或备案的短期健康
险产品，如不符合《通知》要求
的，应于2021年5月1日前停
止销售。

严禁“短险长做”随意停售

所谓短期健康保险，是指
一年期的重疾险和医疗险。市
场上火爆的“百万医疗险”，就
在短期健康险的范畴内。

“短期健康险和长期健康
险是两种不同的产品形态，针
对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设
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短期
健康保险的特点是“交一年保
一年”，因价格较低广受市场欢

迎。“但产品也存在短板，比如
再续保时可能会再次审核被保
人的身体情况，对于年龄大的
人群来说不是很友好。”

近几年来，健康险产品不
断走俏。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健康保险业务快速发展，年均
增速超过30%。

然而，产品在保障内容、期
限、承保和续保模式、经营技术
等方面进行创新的同时，也带
来了消费者保护和稳健运行的
新问题。

尤其是“短险长做”的套
路，不仅让不少消费者入了

“坑”，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之前就有规定，短期健康

险不能自动续保，但有些中小
公司还是‘钻空子’把短期健康
险当做长期健康险销售，有的
甚至还打着‘续保到99岁’的
幌子，让消费者误认为买了它
一辈子看病住院都不用愁。这
些公司的套路是一旦赔付率超
过预期就停售产品，严重侵害

了消费者利益。”上述负责人向
记者透露称。

《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不
得在短期健康保险产品条款、
宣传材料中使用“自动续保”

“承诺续保”“终身限额”等易与
长期健康保险混淆的词句。

与此同时，《通知》还明确，
保险公司决定停止销售短期健
康保险产品的，应当将产品停
售的具体原因、具体时间以及
后续服务措施等信息通过公司
官网和即时通讯工具等便于公
众知晓的方式披露告知保险消
费者，并为已购买产品的保险
消费者在保险期间内继续提供
保障服务，同时在保期届满时
提供转保建议。

《通知》发布几天后，1月
20日，银保监会发布《人身保
险产品“负面清单”（2021版）》
与《通知》呼应，要求禁止在短
期健康保险中引入“终身给付
限额”“连续投保”等长期保险
概念，不得夸大产品功能，扰乱

市场秩序。
然而，1月22日，记者搜索

发现，支付宝平台中的好医保·
防癌医疗险保障期限仅一年，
但“终身保证续保”的字样仍写
在宣传页面内；腾讯微保上架
的微医保·百万医疗险也在宣
传页中写了“不停售可续保至
100岁”。新规之下，类似产品
或将面临整改。

不得设定虚高保额 捆绑销售

在规范产品设计方面，《通
知》要求，保险公司应当科学合
理确定短期健康保险产品价
格。产品定价所使用的各项精
算假设应当以经验数据为基
础，不得随意约定或与经营实
际出现较大偏差。

同时，保险公司应当每半
年在公司官网披露一次个人短
期健康保险业务整体综合赔付
率指标。其中，上半年赔付率
指标应当不晚于每年7月底前
披露；年度赔付率指标应当不
晚于次年2月底前披露。

《通知》强调，保险公司应
当根据医疗费用实际发生水平、
理赔经验数据等因素，合理确定
短期健康保险产品费率、免赔
额、赔付比例和保险金额等，不
得设定严重背离理赔经验数据
基础的、虚高的保险金额。

此外，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
短期健康保险产品的核保、理赔
管理，规范设定健康告知信息，
健康告知信息的设定不得出现
有违一般医学常识等情形。

值得关注的是，之前一些公
司的“百万医疗险”产品必须搭
配重疾险才能购买，这让消费者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通知》规定，严禁保险公

司将产品组合销售异化为捆绑
强制搭售，不得限制消费者购
买产品和服务的权利，不得侵
害保险消费者利益。

消费者如何选择健康险产品？

面对市场上眼花缭乱的健
康保险产品，消费者应该如何
选择？

曾在某商业保险公司从事
过产品设计的尚先生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
医疗险时，优先选择长期保障
的产品，市面上保证续保6年
和20年的产品可以重点关注，
同时不要重复购买医疗险；其
次，在购买重疾险时，一年期的
重疾险可以直接忽略，建议选
择定期或者终身重疾险。

他还特别提醒称，购买任何
保险时，都要注意保险条款中的
责任免除范围。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此前
表示，对于费用补偿型的健康
保险产品来讲，其责任遵循损
失补偿原则，发生的医疗费用
不能重复理赔，建议消费者购
买此类产品时重点关注保险条
款相关情况。

该负责人称，下一步，银保
监会将不断完善监管规则体系，
压实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主体责
任，督促保险机构规范业务经营
行为，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切实
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月 22日，支付宝平台中
的好医保·防癌医疗险产品仍将
“终身保证续保”的字样写在宣
传页面内。

短期健康保险迎新规短期健康保险迎新规：：严禁虚高保额严禁虚高保额 强制捆绑销售强制捆绑销售

花式承诺续保套路陷阱多花式承诺续保套路陷阱多

首趟广州棠溪至北京抗疫物资专列抵京

1月20日，满载40个集装箱口罩、消毒药品等援京防疫物资的79680次列车抵达北京局集
团公司北京货运中心大红门铁路货场。据悉，这是今年首趟由广州棠溪至北京的抗疫物资专列。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齐立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