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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潘铎印

2022年春运于1月17日开启。按

照交通部门的综合预测，预计今年春运

全国发送旅客11.8亿人次，日均2950

万人次。这一数字虽然比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前明显减少，但相比去年同比增

长35.6%——这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对

交通运输行业的又一次严峻大考。

一张车票，一端连着前路，一端连

着归途。从综合研判看，2022年春运客

流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节前客流相对

集中，节后返程较为分散，区域间客流

差异较大。其中，节前客流以离校学生

流、务工流及探亲流为主；节后客流第

一高峰以务工、旅游、探亲流为主，第二

高峰以务工、学生、探亲流为主。受局

部地区疫情影响，既做到符合疫情防控

的要求，又满足群众回家的需要，是人

们翘首观望的心头大事，也是对铁路部

门的一次“开卷”大考。

家在千里外，爱在咫尺间。春运，

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期待，能否平平安安

与家人相聚过节，牵动着千百万人的

心。作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第二个

春运，当前我国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戎

毒株输入疫情的双重挑战。春运期间

人员流动和聚集大幅增加，将加大疫情

传播的风险。在确保运力充足的同时，

坚决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

略，分类精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最大

限度降低疫情在春运期间的传播风险，

更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决策智慧与行动

能力。

筑牢防疫关，绷紧防疫安全弦。“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和“动态清零”的疫

情防控策略必须坚持，正常的经济社会

秩序要全力维系。各地各部门应在科

学防控、精准防控的原则下，织密疫情

常态化防控网，有序衔接好春运的多样

化交通接驳，形成一道道严密的防线，

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风险；加强交通运

输场站和运输工具疫情防控，对各种突

发情况提前筹划好应急预案，从严从紧

落实乘车全流程疫情防控要求，全力满

足旅客出行和疫情防控的双重需要，对

一些劳动力流入流出集中、高校学生放

假等重点群体区域，可探索组织点对点

包车、专列等形式的客运，引导有序错

峰出行，让在外漂泊的“打工人”和莘莘

学子能够顺利返乡阖家团圆。

平平安安与家人相聚过节，每位公

民都要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广大乘客务

必合理安排行程，自觉不到中高风险地

区，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的地市，

出行前要认真查看全国中高风险地区以

及各地最新防疫政策，做好有关防控准

备，严格遵守出发地、中转地、目的地防

疫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并根据春运人流

密度调整自身行程，避免春节前后高峰

期的大规模扎堆，积极配合铁路、交通、

公安等部门，错峰返乡返岗返校。

从他乡到故乡，春节团圆，承载着

中国人绵延上千年的文化情结。面对

人口大流动的春运和人员聚集频繁的

春节假期，各部门、各环节要密切配合、

有机衔接，筑牢防疫关、绷紧安全弦，慎

终如始、永不懈怠，严格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扎牢疫情防控关口的篱笆，筑牢

防疫关人人有责、人人可为，举国同心、

共同努力，众志成城、群防群控，让平平

安安过好中国年更有保障。

背景：
“只要9.9元，隔离1天发150元”

“隔离1天补贴1000 元，躺赚上千元”

“只要一瓶水的价格，以防万一买个安

心”……目前，我国本土新冠肺炎疫情

多点散发态势仍在持续，一些企业随

即推出新冠肺炎“隔离险”，投保人若

在保险期内因为疫情被隔离，可在隔

离期内享受津贴补助。然而，投保过

程很轻松，想要理赔成功困难重重。

不少人表示，申请理赔时才被告知，次

密接、非自费、居家隔离、境外回国、全

域管控均不在赔付范围内，引发了广

泛争议。

@谭浩俊：“隔离险”这个险种的设

计有一定意义，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

能为投保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然

而，一些保险公司推出的“隔离险”，似

乎并不厚道。投保人要想获得赔付，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很多前置条件。

而在投保时，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告知，

只是在投保人申请理赔时才被通知。

如此一来，所谓的“隔离险”，就更像是

一个陷阱，像是用这样的噱头诱骗居民

购买。

@赵展慧：保险行业顺应市场变化

和客户需求进行创新，是件好事。“只有

不能保的价格、没有不能保的风险”，除

了保障财产、人身疾病意外等损失，对

因风险导致的停产、停工等进行保障，

本就在保险产品的责任范围之内，是保

险发挥社会风险管理功能的题中应有

之义。从这个角度看，“隔离险”可以

有。不过，让“隔离险”们充分发挥保障

功能，实现规范发展，还有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

@《工人日报》：面对“隔离险”引发的

争议，一来消费者投保时要谨慎，二来保

险公司要自律。更重要的是，监管部门

要对症下药，该规范的规范，该叫停的叫

停，给市场各方以明确的指引和遵循，防

止商家在政策法规层面打擦边球。

平安过好年须筑牢防疫关平安过好年须筑牢防疫关、、绷紧安全弦绷紧安全弦

““隔离险隔离险””：：真保障还是玩噱头真保障还是玩噱头

推动推动““时间银行时间银行””
实现全国实现全国““通存通兑通存通兑””

■张淳艺

近期，北京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

局、团市委三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养

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将

于2022年 6月 1日起实施。该方案提

出，经培训后，年满18周岁、身心健康的

本市常住居民都可成为志愿者，并在

“时间银行”建立个人账户，每服务1个

小时可获得1个时间币并存入账户。

“时间银行”是舶来品，指志愿者将参

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

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

间”。上世纪90年代，养老服务“时间银行”

模式传入我国，由点及面推广开来。

自2017年起，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

街道、朝阳区呼家楼街道等三个区域先

后进行“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试

点。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北

京市民政局、财政局、团市委三部门联

合发布实施方案，推动“时间银行”全面

落地。纵观这份方案，不乏一系列亮

点。比如，志愿者的时间币既可以留给

自己60岁以后使用，也可以赠送给自己

的直系亲属，十分人性化；针对经济困

难及重度失能、失智、重度残疾老年人

等特殊老年人群，免费赠予一定数量的

时间币，体现了社会温度；探索建立梯

次分明的激励措施，参与志愿服务获得

并存储的时间币达到1万个，可在其年

长身体衰弱或失能后，入住辖区内的公

办养老机构，有助于提高参与热忱。

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时间币在全市

范围内通存通兑。这意味着“时间银行”不

再是各自为战，从街道、社区的“小循环”走

向城市“大循环”。统筹层次的提高、覆盖

人群的扩大，让“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

展、良性化运转更有保障，对于其提高抗

风险能力，避免呆账、坏账大有裨益。在

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口流动加速的

背景下，人们更期待“时间银行”逐步实现

跨地区兑付，最终实现全国通存通兑。

《志愿者服务条例》规定，志愿者志

愿服务情况、评价情况等信息，应当按照

统一的信息数据标准录入国务院民政部

门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现数据

互联互通。2017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广使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的通知》，明确指出要以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数据为依据建立完善志愿者评价

与激励回馈制度。打通各地的“时间银

行”，实现通存通兑，是鼓励和规范志愿

服务，发展志愿服务事业的应有之义。

而从实践来看，各地“时间银行”正在

摆脱社区、民间组织零散自发的建设模

式，开始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机制化。政

府部门牵头，既为“时间银行”提供了信誉

担保，又有利于资源整合和功能升级。近

年来，江苏省南京市、陕西省咸阳市等地

已经实现了“时间银行”全市通存通兑。

山东省青岛市则更进一步，依托已经成立

的胶东经济圈养老联盟，探索在胶东五市

推行养老时间通存通兑。

影响“时间银行”互联互通的主要

因素，在于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不完善、

服务质量和计量兑换标准不统一。除

了各地之间加强沟通、主动对接外，更

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顶层设计，从国

家层面统一规范养老志愿服务的“度量

衡”，为“时间银行”通存通兑扫清障碍。

城市锐评

背后背后““套套””腰包腰包

春节临近，网购的年

货纷至沓来，然而今年很

多消费者在收取快递时发

现，包裹上总是贴着印有

“扫码领100元现金红包”

“随机奖励2箱牛奶”“扫码

抽：1个保温杯”等内容的

二维码，看上去颇为诱

人。名为抽奖，实为广告

营销，“套路”消费者腰包，

并有套取个人信息之嫌。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