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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过程：
填表抽奖后推销其他保险产品

小优拿出一张表格，让李女士填写。表格的

抬头写着“616客户服务节接待表”，需要填写客

户姓名、出生年月、具体居住社区等。

李女士要求领取纸质保单。小优叫来一名

业务员帮忙去拿，还劝李女士可以先填写表格参

与抽奖活动——除了填写表格，还可用身份证查

询参保信息，如购买过中国人寿的保险产品，则

可增加抽奖次数；此外，能够出示超过一万元的

流水或余额，还可以增加抽奖次数。

在一系列操作后，李女士抽奖赢得了几样礼

品，也拿到了纸质保单。然后，小优带着我们往

办公室更里面走，小优说：“会有人讲解‘西湖益

联保’。”

一个大房间里，一名男士坐在角落，他面前

的立牌写着“经理”。

这名男经理讲解了“西湖益联保”的一些情

况，约十分钟后，他话锋一转，提起了另一款保险

产品——购买“西湖益联保”后，还可以购买他们

的其他保险产品作为保障。桌上的宣传资料，也

从“西湖益联保”换成了“数字康悦，精准说出

520”的宣传单。

李女士冲记者眨眨眼——这是为了推销保

险产品啊。记者提出自己也购买了“西湖益联

保”，能否领取纸质保单？小优表示，需要提供身

份证号和姓名，然后查询是否在系统内。

据男经理介绍，各个分区拿到的名单不同。

为何要领取纸质保单？男经理解释：“有人对‘西

湖益联保’不了解，我们就开始派发纸质保单，并

向参保人详细解释‘西湖益联保’。”

李女士开始质疑他们在利用“西湖益联保”

推销其他保险产品。男经理对此没有否认：“我

们也不会非要你买。”

记者发现，在领取“西湖益联保”纸质保单

时，遭遇相关保险推销的情况并非个例。

在杭州议事网上，3 月 22 日曾有人投诉：接

到自称“西湖益联保”服务人员电话，称需要在纸

质保单上签字，要求其在 3 月 26 日前往中国人

寿保险公司萧山金城路分公司现场签字，并邀请

参加线下活动，填写签到。

对于该条投诉，杭州市医疗保障局回复：2022

年3月28日上午9:33与反映人联系，其表示国寿

萧山公司已与其联系解释相关情况，已了解“西湖

益联保”已有电子保单，不需要线下签署纸质保

单。对于保险公司借用“西湖益联保”工作人员身

份开展其他活动、疫情反复之际开展线下聚集性活

动表示不认可。之前反映情况已经解决。

保险公司回应：
不允许强制推销，将核实

据了解，“西湖益联保”是由杭州市医疗保障

局指导支持的一款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由

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太平洋寿险、泰康人寿、平

安产险等5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其承保运营受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监管局、杭州市医疗保障局、杭州市财政

局、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共同监督。

记者就相关问题询问了杭州市医疗保障局：

类似投诉是否知情？保险公司人员能否自称“西

湖益联保”工作人员？通过“西湖益联保”推销其

他业务是否合规？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回

应：“‘西湖益联保’是商业保险，医保局负责政策

指导，具体工作由共保体完成，有疑问可咨询共

保体负责人。”

至于保险公司员工能否自称“西湖益联保”

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答复：“有什么疑问可以

咨询共保体负责人。”

据该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了

“西湖益联保”共保体对外联络人、中国人寿杭州

市分公司健康保险部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介

绍，中国人寿确实在进行“西湖益联保”纸质保单

派发工作，但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寿渠道购买“西

湖益联保”的参保人。工作以交给参保人纸质保

单和讲解“西湖益联保”为主。

对于李女士的遭遇，这位负责人明确回应：

“不允许工作人员强制推销。我们可以内部核

实，并由相关负责人上门道歉和解释。”

那么保险人员能否自称“西湖益联保”工作

人员？“我们每个区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西

湖益联保’服务。”这位负责人解释。

此外，该负责人还表示，“西湖益联保”已有

电子保单，纸质保单可领可不领，具体由参保人

考虑自身需求决定。原则上，纸质保单的派发可

以由工作人员送上门或快递。

说起“西湖益联保”，杭州人应该都

很熟悉了。150 元最高保障 315 万元，

“西湖益联保”让人人都买得起，是一种

有益探索。大家买的并不只是保险，更

是一份安心，一份保障，也不会增添多

少负担。也就是说，这样的保险，增加

的是大家的社会安全感，是典型的“民

生保险”、“暖心保险”，性价比很高。

虽然中国人寿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允许工作人员强制推销。除非顾客

提起，不然不能推销其他保险产品。“西

湖益联保”已有电子保单，纸质保单可

领可不领，具体由参保人考虑自身需求

决定。原则上，纸质保单的派发可以由

工作人员送上门或快递。但为何现实

中的执行状况并非如此？

现在，这样的“暖心保险”，被一些

保险行业的工作人员给利用了，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这种利用，是对“西湖益联

保”的一种玷污。明明有电子保单，纸

质保单可领可不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一点常识，使得保险公司的一些工作

人员利用了信息差，钻了这个空子。

他们打着让参保人领取纸质保单的

旗号，将参保人带到线下，趁机推销其他

保险产品，就很不地道，是在耍心眼。这

让被忽悠到现场的参保人怎么想？是不

是会有被“欺骗”的感觉？以“西湖益联

保”之名推销其他保险产品，浪费的是参

保人的时间，损坏的也是“西湖益联保”

的社会公信力。

任何保险相关的线下活动，都要保

证参保人的基本知情权，要保证他们都

是自愿参与，好好的“西湖益联保”，别被

一些奇奇怪怪的推销，给伤了“里子”。

同时，此事还是要追问，为什么这

些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能拿到“西湖

益联保”的客户信息？又是谁允许他们

以这种方式，将客户带到线下的？如果

这些都无法规范，那以后“西湖益联保”

相关客户信息只会被更加滥用，线下还

不知道会上演什么奇葩行为。

暖心保险别成堵心保险，这是社会

的最基本关切和要求，希望“西湖益联

保”背后的相关部门和公司，能够明确

这一点，多给“西湖益联保”添彩，而非

抹黑。 特约评论员 默城

别污了“民生保险”的名声

﹃
小时调查

，用一种贴近民生的视角

、一对发现问题的慧眼

、一种抽丝

剥茧的手法

，让读者离真相更近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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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本报记者 陈馨懿 文/摄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跟随李女士来到这家保险公司，只见大厅内摆放着幸运大转

盘，给李女士打电话的小优（化名）已在前台等候。这趟取保单的过程，李女士总共花费了近

两个小时，其中，等待拿保单和讲解“西湖益联保”，只花了二十分钟。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

领取“西湖益联保”纸质保单时，遭遇其他保险推销的情况，并非个例。

拿保单不过二十分钟
听其他保险推销倒有一个多小时
中国人寿方回应：不允许强制推销其他保险，将核实上门道歉并解释

摆着幸运大转盘的大厅摆着幸运大转盘的大厅 推销的另一款保险产品推销的另一款保险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