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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徐汇区馨宁公寓

的刘先生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小区9号楼21楼一

住户经常邀请朋友到家中

开派对，往往“嗨玩”到凌

晨才罢休。引吭高歌、大声

闲聊的声音不绝于耳，让楼

上楼下的居民不堪其扰。

同楼居民顾先生无奈

地表示，21楼这户邻居三

天两头找朋友到家中聚

会，一般从深夜开始，往往

“欢聚”到凌晨才“尽兴”。

居民刘女士也坦言

“忍无可忍”：“原本我们住

得就比较近，音乐声音开

这么大，我们被迫在噪声中入睡。我每天

晚上塞着耳塞睡觉，白天上班更是没精

神。好不容易过年了，想安静休息两天，

竟然也成了一种‘奢望’！”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馨宁物业。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行为确

实扰民，物业将与居委会一起上

门劝阻，必要时将上报相关

部门及时处置，确保居民

日常生活免受影响。

本报记者

徐驰

日前，市民舒先生在普陀区长寿路上驾

驶新买来的电动自行车时，被交警扣了车。

这是怎么回事呢？

舒先生向记者反映，那天他驾驶电动

自行车经过长寿路武宁路口时，被交警拦

下。交警表示，他的电动自行车的座椅是

“长座椅”，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予以扣车

处理。

扣留凭证显示，舒先生“实施驾驶拼装、

加装、改装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

为”，被处以“先予扣留非机动车”的处罚。

舒先生说，当时现场有多人被扣电动自行

车，所涉及的问题都一样。

对此，舒先生觉得有点“冤”。他表示，

自己这辆“爱玛”电动自行车买来没几天，

委托销售商帮他上了牌。“所谓改装，不是

我实施的，店家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另

外，违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又怎么能够上

牌呢？”

记者查询《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23条规定，禁止拼装、加装、改装的非机

动车上道路行驶；第81条规定，执行职务的

公安民警发现上述情况，可以先予扣留车辆

或者通行工具。

记者致电普陀警方了解到，电动自行车

的生产、上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很多改装

是商家行为，比如迎合消费者载客需要“加

长”座椅，甚至在上牌后再实施改装。许多

市民不知晓有关电动自行车的规定，只追求

载客方便，行驶拉风，掉进销售商的“花招”

里。在此提醒市民购买电动自行车时，要拒

绝“长座椅”，只买“本色”车子。

截至记者发稿时，舒先生回复，经与销

售商沟通，他已按一定的“折旧”价退掉了

这辆电动自行车。

本报记者 陈浩

疾病更名后引发种种理赔纠纷

“新冠险”赔付门槛屡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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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装“长座椅”上路违法被扣车

连日来，多位市民通过今日头条上
海频道“头条帮忙”入口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在申请“新冠确诊险”保险金时，遭
遇理赔难。过去的1个多月，从“新冠肺
炎”到“新冠感染”，引发种种“新冠险”理
赔纠纷。保险公司为何屡屡拒赔？对
此，记者展开调查。

■ 安装了“长座椅”的电动自行车被交警扣下 ■ 电动自行车扣留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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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裴先
生购买的“畅
无忧互联网
—蚂蚁版”保
险保单

事例1

“没有CT”拒绝赔付
去年3月，市民陈先生购买了众安保

险的“众安防疫意外险（隔离版）方案一”，

保单保障期限1年，保费68元，被保险人

为投保人陈先生的父亲。根据保单约定，

保险责任包含“新冠确诊津贴”，保险金额

5000元。其中特别说明：本保险新冠确

诊津贴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首次确

诊罹患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保险人按约定的确诊保险金额进行一次

性赔付。

陈先生的父亲在2022年12月30日

感染新冠，次日前往宝山区一家三级医院

就诊。除了病历，患者还有核酸检测阳性

记录。之后，陈先生申请理赔，但保险公

司拒赔。“他们要求做CT显示的肺炎表

现，没有的话就拒赔。”陈先生说，当初在

手机上购买保险时，投保页面根本未显示

确诊必须“绑定”CT，电子保单上也根本

没有提及。

在多次交涉中，“众安保险”态度多

变，由一开始的“拒赔”转为“赔付300

元”，继而是“赔付500元”。在一段通话

录音中，保险工作人员表明理赔金额将定

为500元，而非保单中的5000元。遭到陈

先生拒绝后，1月17日，众安保险发送了《不

予赔付通知书》，对此案件结案，拒赔原因为

“其他”。

事例2

居家隔离 难开证明
在“新冠确诊险”理赔过程中，保险公司

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发送医疗机构出具的确

诊报告，但“新十条”出台和降级实施“乙类乙

管”后，轻症患者普遍居家隔离，根本没有上

医院的经历。市民裴先生说，去年3月，他购

买了“畅无忧互联网—蚂蚁版”保险，保费69

元，保险期1年，被保险人是其本人。关于新

冠确诊，这份保险的赔偿限额是20000元。

去年12月17日，裴先生感染新冠，于是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然而等待了一个多月，

至今没有结果。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告知

裴先生，给付确诊保险金，需要被保险人去二

级以上医院开具新冠确诊证明。这让裴先生

非常犯难，生病时他居家隔离，手上仅有核酸

检测阳性记录。康复后，他去医院要求开确

诊证明，遭到拒绝。

“整整1个月，客服人员就打过一次电

话，感觉就在拖延时间。”裴先生告诉记者，刚

报案时，保险公司指派了一名保险勘查员，还

说会上门服务。事后，勘察员不仅没有登门，

就连电话也没有打过。

律师建议
放宽门槛 合理协商

理赔难，问题到底出在了哪？保赔网首席

律师刘健一指出，2022年12月，“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焦点在

于，在更名之前，保险单上写明的为“新冠肺

炎”，现在变成了“新冠感染”，部分保险公司以

疾病名字不同为由，擅自增加“要有肺部检查

影像”等理赔条件，抬高了被保险人的理赔门

槛。刘健一认为，此次更名属于政策性调整，

若合同中并无关于“影像诊断”的特别约定，被

保险人出具医疗机构的确诊证明，保险公司应

当予以正常赔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本轮感染高峰

中，多数患者居家自我隔离，没有医疗机构

的确诊证明，只有核酸或抗原阳性的检测结

果，不符合保险合同中的赔付条件。刘健一

表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

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

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

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

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

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

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他建议，保险公司适当放宽赔

付门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被保险人合

理协商。 本报记者 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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