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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重疾险？
一、重疾险分为哪几类？
按保险期间分，一般可分为定期重疾险和终身重疾险。
1.定期重疾险：保障期间是固定的
如市面上常见的定期重疾险，一般都有保20年、30年，或保至60岁、70岁等选项。

投保此类重疾险时，往往同时有返还保费/保额、身故保障等可选项。在不选任何可选
责任的前提下，投保重疾险的保费通常很便宜。

但是，这样往往会面临两大风险：一是被保人因为意外、猝死或罹患不在合同约定
内的重疾去世时，因为不符合理赔要求，所以家属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未来的生
活可能会受到影响；二是随着国人平均寿命增加，70岁后正是重疾高发期，如果没有重
疾保障，高额的治疗费用，也将给家人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

2、终身重疾险：保障期间为终身
终身重疾险，即为被保险人提供终身的重疾保障。终身重疾险有两种形式，一是为被

保险人提供的重大疾病保障，直到被保险人身故；另一种是当被保险人生存至合同约定
的极限年龄（如100周岁）时，保险人给付与重大疾
病保险金额相等的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终身重
疾险的保险相对会高一些，但是它既能覆盖晚年
罹患重疾的风险，即使不幸过世，也能给家人留下
一笔理赔款，给家人未来的生活提供多一份保障。

这两种分类的重疾险产品，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配置保障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或组合进行购买。

新华社消息 今年我国秋粮

面积稳中有增，除局部受灾外，大

部分地区光温水匹配较好，总体呈

增产态势。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

历史新高，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

这是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10 月 22 日，全国秋粮已收 81.3%。

“从专家田间测产，各地实打实收

的情况看，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是增

产的，个别省份因灾减产，有增有

减，增的明显比减的多，算大账今

年秋粮是增产年份。”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

据潘文博介绍，今年秋粮面积

增加，奠定了秋粮增产基础。预计

今年秋粮面积13.1亿亩，比上年增

加了 700 多万亩。其中有的是经济

作物改种粮食，有的是间套复种提

高复种指数，有的是整改复耕，有

的是增水增地种粮。“今年高产作

物玉米面积增加也比较多，预计增

加1300多万亩，相应的杂粮杂豆等

低产作物的面积就减了，这两类作

物亩产相差500斤左右。”

同时，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初

显。年初农业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年

重点在 200 个玉米大县、100 个大

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从耕

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找差距，

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

“专家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

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

73%，这有效对冲了洪涝、干旱等灾

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潘文博说，

今年的天气总体是帮忙的，虽然局

部灾害较重，但多数主产区雨水调

和、光热充足，利于作物的生长发

育和产量形成。

目前，北方秋收进入扫尾阶

段，南方晚稻、晚秋作物还没有大

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

根据作物成熟时间调度好机具，抢

时抢晴收获，及时烘干晾晒，确保

颗粒归仓。 （于文静 王聿昊）

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老年助餐要上规模了！

新华社消息 记者 23 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

务行动方案》，计划到 2025 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

覆盖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服务网络形成一定规模。到 2026

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

网络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记者了解到，方案对扩大和优化服务供给进行部署，要求

各地综合考虑辖区内老年人口规模、助餐服务需求、服务半

径等因素，坚持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和适度新建相结合，完善

老年食堂、老年餐桌、老年助餐点等老年助餐服务设施配置，

优化功能布局，将老年助餐服务设施纳入城市一刻钟居家养

老服务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促进服务便利可及。同

时，支持餐饮企业提供老年餐食配送服务，采取倾斜性措施

支持农村地区扩大服务供给，引导公益慈善力量积极参与。

在保障服务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老

年助餐服务规范，指导各类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优先提供午餐

服务，有条件的提供早、晚餐服务，并保证助餐服务的连续

性、稳定性。方案要求，依托现有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开展

老年助餐服务需求调研摸底和重点保障对象确认工作，加强

数据采集整合与共享，精准对接老年助餐服务多元供给资

源。方案鼓励参与老年助餐服务的餐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提供质优价廉、老年人信得过的助餐服务，形成规模和品牌

效应。 （高 蕾）

可可西里网红野狼被游客喂成“二哈”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青海可可西里的一头野狼因经常被过往游

客和司机投喂，已经“判若两狼”，不但体形胖得滚圆，还会向过往车辆摇

尾巴、露肚皮撒娇讨食。随后，这头野狼迅速走红，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视频显示，一只野狼在公路边车辆旁徘徊，还赖在车子前面不走，有

人投喂食物，这只野狼迅速上前进食。视频称，事发于可可西里，野狼在长

期被人投喂后，性情也发生了改变，不仅“面相变了”，还学会了摇尾巴、在

地上打滚乞食，如同“二哈”一般，跟人们印象中凶猛的野狼相去甚远。

其实，此前早有野狼乞食、人们投喂的情况。今年7月，一位姓孔的女士

发布视频称，在自驾途经可可西里时遇到一只乞食的狼，于是下车将喂养狗

狗的牛肉干投喂给了狼。她称，这只狼瘦骨嶙峋，毛发凌乱，像是很久没有吃

东西，她在喂食时并没有多想，就觉得这只狼很可怜，基于对动物的同情心。

据了解，在游客投喂之下，可可西里的网红狼已经喜欢上了蛋黄派、

炸鸡、火腿肠等食物。甚至有网友编起了谐音梗——野生狼：饥一顿饱一

顿。网红狼：鸡一顿堡一顿。

同时，野狼被投喂的视频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觉得视频中的野狼

很呆萌，并调侃这只狼“它的志向就是变成一只哈士奇”“这是人类把狼驯

化成狗的过程”。也有网友表示担忧，这样的投喂破坏了自然法则，对狼及

其生态系统都可能带来影响。

对此，长期从事大熊猫、野狼等野生动物研究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研究员戴强持否定态度。戴强表示，投喂野生动物一方面可能给自身带

来风险。野生动物尤其受伤的动物有可能携带致病病菌；狼毕竟是猛兽，看

似温顺的狼，无法保证它是否有攻击性，所以要尽量保持安全距离。另一方

面，随意干预野生动物生存法则是不可取的。“除非是濒危物种，而且是因

人为原因造成的，否则不建议人工干预。”戴强称，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是一

个复杂的食物链，动物生老病死、优胜劣汰本来就是自然规律，动物生存自

有其法则。此类投喂行为还可能引发动物的依赖性，产生不良后果。

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也表示，如果野狼需要救护，应该报告

林草部门进行专业救护，不应该随意投喂。“我相信投喂者的善良，但是善

良需要理性的支撑，否则就可能好心做坏事。” （据《北京晚报》）

瘦骨嶙峋的野狼变身圆滚滚的网红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