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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GPS数据对不上不知谁是协保员，安华农业保险工作如此马虎？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汤 军）

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近日刊

发消息《伪造被保险人签

字，安华农业保险的理赔合

法吗？》，对安华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兴安盟乌兰浩特支公司，在

对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跃

进马场十四生产队2020年

旱灾保险现场查勘过程中，

一些损失审核记录等文件

上的签字者并非是被保险

人一事进行了报道。

4 月 12 日，在安华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安

中心支公司，记者见到了

该公司两名负责十四生产

队定损的工作人员。他们

称，朱振伟、李丹、朱广双3

家的地属于抽样地块，所以

他们不用在《内蒙古自治区

中央政策性农作物种植业

保险损失核定记录》被保人

签名一栏上签字。按照有关

规定，只要农业技术人员、

公司定损人员、被保险人代

表签字，投保组织者签章、

保险公司签章即可。定损员

刘英群向记者出示了一组

显示时间为2020年9月27

日、在朱振伟、李丹、朱广双

3家地块的现场查勘照片，

十四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罗

铭全也在照片之中。至于该

公司提前在空白《内蒙古自

治区中央政策性农作物种

植业保险索赔申请及现场

查勘报告》上盖章，之后填

写相关内容的问题，刘英群

表示“确有此事，不过那是

为了方便工作。”

4 月 13 日，为了核实

兴安中心支公司向记者出

示现场查勘材料的真实

性，记者与该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前往十四生产队进

行了实地核查，经该公司

工作人员使用设备定位，

确认照片中李丹和朱振伟

家的抽样地块的GPS数据

和现场定位的数据相符。

但是，照片中朱广双家抽

样地块的GPS数据却与现

场定位的数据不符。对此，

该公司工作人员解释称：

2020 年 9 月 27 日，十四生

产队的党支部书记罗铭全

和他们查勘完李丹和朱振

伟家的抽样地块后，罗铭

全称要去喝酒，便离开了

查勘现场。随后，工作人员

自行找一块地进行了查

勘，并给罗铭全打电话询

问这块地的被保险人名

字，罗铭全说是朱广双。他

们便在相关材料上写上了

被保险人朱广双的名字。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又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一

直与安华农业保险对接相

关工作的十四生产队党支

部书记罗铭全，并不是兴安

盟农牧场管理局跃进马场

委任的协保员，真正的协保

员是他的妻子何丽波。

不得不说，对于新发

现的这个问题安华农业保

险方面也“有点懵”。安华

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

安中心支公司工作人员

称：“自从我们公司负责当

地农业保险以来，都是罗

铭全在以协保员的身份协

助工作，并在相关报告文

件上签字。我们并不知晓

罗铭全不是协保员。”

兴安盟农牧场管理局

跃进马场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马场在每个队都委

任了协保员，每年都对协

保员进行培训。罗铭全的

确不是协保员，他代表妻

子做协保员工作并签字一

事，马场领导是知道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朱

广双等人质疑，既然罗铭全

不是马场委任的协保员，那

他作为协保员和被保险人

代表的签字合法吗？他签字

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央政策

性农作物种植业保险损失

核定记录》真实有效吗？

“GPS数据对不上，不知道

谁是协保员，安华农业保险

的工作也太马虎草率了。”

高压线上一个月挂40余只风筝，忙坏了供电部门！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入春以来，随着天气变暖，广场上、公园里放风筝的

人日益增多，风筝挂在高压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带

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我最近在秋岭公园晨练时，

发现公园上空的高压线上挂着一只风筝，长时间不

取，很容易造成线路故障。”4月20日，居住在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中海凯旋门小区的杨女士给本报打来热

线电话反映。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赛罕区双台什街的秋岭公

园，看到一只风筝缠绕在电线上，并不断随风摇摆，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旁边的几棵大树上，同样挂着

两只断了线的风筝。

4月21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呼和浩特供电局

输电管理处工作人员柴渊恒。从3月中旬至今，柴渊

恒所在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大对放风筝密集区域线路

的巡查频次，及时处理电线上缠绕的风筝线，短短一

个多月已经从高压线上摘取了40余个风筝，最多的

一天在不同的地方处理5个风筝。“别看只是小小一

只风筝，一旦挂在高压线上，沾染灰尘或者受潮，很

容易引发跳闸。如果是单电源重要的线路，跳闸以后

还会造成大面积停电，给市民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此

外，如果风筝线一头挂着高压线，一头垂在地上，在

雷雨天气极易导电，可能对8米以内过往行人造成

人身伤害。”

柴渊恒建议，市民放风筝一定要选择空旷的地

方，远离高压线路。一旦发现风筝挂在电线上，市民

千万不要自行拽取，防止触电，要及时拨打95598客

服热线，请专业人员过去处理。

天玺月子会所倒闭续：
已有40多名受害者报案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查 娜） 多次

与周伟新交涉毫无结果之后，天玺月子会所的返款会员和

投资者们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4月16日，记者从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经侦大队了解到，目前已有40多名

受害者报案。在记者采访时，仍不断有人来报案。

“我在天玺月子会所坐月子的时候认识了周伟新和她

丈夫王志远，王志远向我介绍他开办的译询早教前景如何

如何好，投资进去不用操心经营问题，等着分红赚钱就好。

当时我看这对夫妻俩开的月子会所和早教机构规模挺大，

经营状况挺好，就投了10万元，现在这10万元打了水漂

了。”现场一位来报案的女士告诉记者。

据办案民警介绍，从2020年7月份开始，就有王志远

名下的译询早教的投资者们来报案，当时王志远开办了

18家门店，后来经营状况都不是很好，无法兑现对会员和

投资者的承诺。警方接到的20多名报案者涉及总金额高

达590多万元。2021年2月，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王志远涉

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目前案件还处于退回补充侦查阶

段。3月份，周伟新经营的天玺月子会所也出现了相同的

情况，涉案金额也高达200多万元，目前警方正在全面收

集天玺月子会所会员报案材料，根据下一步调查情况决定

是与王志远案并案侦查还是单独立案。

记者从多名会员处了解到，2017~2020年间她们都是通

过广告介绍来到周伟新名下的月子会所坐月子，当时缴纳

39800~69800元就可以参与返款活动，周伟新每月给会员返

款分三年还清会员所投资金，费用较低的会员以1万多元的价

格坐月子，缴费高的会员则被承诺可以免费坐月子。看到月子

会所经营状况越来越好，有了一批稳定会员，王志远又开设了

译询早教，将这些月子会所的会员发展成为早教机构的学员，

也用同样返款的套路，吸纳了数百万资金，还有一些人以5万

元一股投资入股，入股金额从5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4月8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刊发《天玺月子会所倒闭

背后：借壳集资玩套路？》，报道了王志远、周伟新这对曾经

的夫妇，通过开设月子会所、早教机构用返款的形式招收

会员及投资者，最终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返款和分红，并

拖欠上百名员工工资的事件。报道刊发后，不断有月子会

所和早教机构的会员和投资者给本报打来热线电话，时至

今日他们的损失还无法追回。

记者了解到，在媒体关注和报道之后，周伟新给部分

预交全款却因月子会所倒闭而无处坐月子的准妈妈们协

调入住其他月子会所，但参加返款活动的会员以及投资入

股的会员，依旧没有挽回自己的损失，而且两家机构的员

工们也在为讨要工钱而投诉，目前没有任何结果。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高志

华）“虽然我们这是社区

化管理，但车站南街平房

区内的道路除了进平房区

一条 400 多米长的水泥路

外，其他都是土路，一到下

雨天路面泥泞不堪，行人

无法通行。即便不是雨天，

路面坑洼不平的，出入平

房区的车辆也通行困难。”

近日，土左旗察素齐镇车

站南街平房区的居民向北

方新报正北方网反映。

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

者 4 月 8 日来到察素齐镇

车站南街平房区，发现进

出平房区仅有东西两边的

两条路，平房区北面紧临

察素齐火车站，因为火车

道阻隔，平房区的居民只

能通过东西两边的路从南

面出行。平方区西面是一

条400多米长的水泥路，东

面是一条土路，平房区与

火车道中间也是条土路，

两条土路加起来近 3 公里

长。因为多年没有维护，路

面坑洼不平，加之近几天

下雨，路面泥泞不堪。据居

民史先生介绍，车站南街

平房区有200多户居民，大

家热切期盼能改造这里的

土路，为此也曾多次向有

关部门反映过。

了解完情况后，记者

来到察素齐镇人民政府。

镇综合办负责人得知记者

来意后称，采访得去土左

旗宣传部报备。随后，记者

来到土左旗宣传部，宣传

部副部长张锐表示，车站

南街平房区群众雨天出行

难一事他有所了解。他表

示，车站南街平房区修路

的事好像还没有列入规

划，具体情况他会和察素

齐镇的主要领导核实一

下，待核实完后再给记者

回复。

截至4月20日记者发

稿时，仍然没有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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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素齐镇车站南街平房区居民盼望改造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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