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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膳食如何保持适度清
淡，防范油、盐、糖摄入过量带来的健
康损害？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
康介绍，健康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
量应不超过5克，烹调油摄入量不超过
25克，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建
议更多人使用定量的盐勺、带刻度的
控油壶，并学会阅读营养标签，尽量选
择低钠、少油、低糖的食品。

于康建议，做饭时尽量少放盐、酱
油，也尽量少吃咸菜、榨菜、加工肉等
含盐较高的食品。食用油应注意经常
变换品种，烹调时尽量用凉拌、蒸、煮、
炖、汆等方式，少油炸、油煎。不喝或
少喝含糖的饮料，尽量用白开水或淡
茶水替代。

据介绍，盐分摄入过多可能导致
高血压、肥胖症、骨质疏松发病风险增
高；油脂摄入过多可能造成血脂异常、
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风险提升；糖
摄入过多则是导致超重肥胖、龋齿等
风险因素。 据新华社

夏日膳食宜清淡
专家“支招”
减少盐油糖

拿保单变更当幌子引客 忽悠老人买理财险

卖保险的为何专盯老年人？
“用各种名目给70岁的老人推销理财保险，骗得老人大热天跑来跑去，真是太缺德了。”张女士向记者反映，父

亲曾买过两份保险，最近被保险代理人哄去营业厅好几回，要么通知变更业务员，要么说业务升级让签字，父亲不
明就里去过多次，实际都被推销保险。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吐槽父母被忽悠着买了不合适的理财保险。

十多年前，张女士的父亲为了照顾
亲戚业务，稀里糊涂地买过两份保险，
后来家里人仔细查看保单才发现，这两
份保险竟然上反了：本想投保给女儿的
理财险上到了母亲名下，而想投保给母
亲的大病险却上在了女儿名下。

“当初父亲都是听亲戚口头说的，保
单看都没看就收起来了。如今一查保单，
跟他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你说老人买保
险有多糊涂。”由于钱不多，张女士也就默
认了。但最让她生气的是，这些年，总有
不同的保险业务员借着这两份保单一次
次给老人打电话，以各种理由哄着老人去
营业厅，最后都是为了推销保险。

“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给父母
打电话，碰巧得知他们正在坐车去保险
公司的路上。”张女士询问得知，业务员

通知父亲业务升级，让他去签字。张女
士心生疑惑，一年前保险条款升级，父
亲已被喊去签过一回字了，这次怎么又
升级？她试图劝阻，但老人担心真有事
情，坚持要去。张女士只得千叮万嘱，

“别乱签字，对方推销保险千万别着急
买，回来商量再说。”

果然，老人回来后念叨，业务员说现
在回馈老客户，可以给他开通一个存款
账户，活存活取，利息超过百分之三，比
银行高出不少。“这哪是开账户，就是在
推销年金保险。”张女士一听就来气，她
曾被人推销过年金险，附带一个万能账
户。不久前，她也被业务员以“账户升
级，利率更高”忽悠去了，听了半天才明
白，哪里是什么账户升级，分明是推销另
一款年金险，而且往万能账户里存钱是

有手续费的，业务员对此只字不提。
张女士仔细询问了父母才知道，父

亲因为这两份保险已经被哄去营业厅
好几回了，“以前都是通知听讲座送东
西，父亲不贪财一次没去过。后来业务
员就拿业务升级当幌子，还有几次说是
变更业务员，父亲不明就里去过多次，
实际都是被推销保险，有时候是意外
险，更多的是理财险。”

从那之后，张女士时常叮嘱父母，
保险公司再来电话让去营业厅，千万别
上当。最近，保险公司仍是没完没了地
给张女士的父亲打电话，老人偶尔接听
一次，又是以各种名目让他去营业厅。

“给70岁的老人推销理财保险，骗得老
人大热天跑来跑去，真是太缺德了。”张
女士生气道。

“求求这些保险代理，可不可以放
过老人？”在社交平台上，许多做儿女的
怨声载道。陈女士今年年初发现母亲
三年前被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哄骗，竟
然拿以前的保单作担保，贷款购买了理
财保险。“业务员跟我妈说，投进去的钱
可以以贷款的形式再拿出来，不会有任

何损失，现金流也不会断，还可以养
老。”陈女士发现的时候，母亲已经贷了
不少钱，如今正在艰难维权。

也有子女发现老人购买保险后，上
网求助如何退保：“我妈买保险的时候
被告知，一年交10万连续交5年，满期
就能取本付息。结果我一问，要等到老

人70岁才能取。不想把钱压在里面这
么久，有什么退保的法子吗？”从这些子
女的留言中记者发现，很多老人买保险
是不看保险条款的，基本全靠业务员推
销。老人们对于产品内容、还本付息的
理解往往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

“其实很多理财类保险比如年金
险、增额终身寿险等，因为持有周期长，
回本慢，并不适合老年人。但是不管是
银行还是保险代理，都喜欢向老年人推
销年金险，导致子女发现后找来要求退
保的纠纷特别多。”某保险公司保险业
务员小慧向记者坦言。

小慧透露，由于老年人大多无法购
买健康险和重疾险，所以针对这一群

体，保险公司能够售卖的主要就是理财
类保险。现在的老年人手里多少都有
点闲钱，也有理财意识，再加上银行存
款利率不断下调，比较容易推销成功。

“实话实说，对于老人来讲，如果手
里钱不多，想要通过购买理财类保险为
自己将来养老、看病取用，还是趁早打消
这个念头。这些钱不如存在银行，免得
用的时候着急。”小慧告诉记者，理财类

保险通常是买得越早越划算，更适合年
轻人和小孩。除非老人手里有大笔闲
钱，可以考虑拿出一部分压在理财保险
里，每年领取的生存金可用于养老，保值
增值的同时还可作为遗产留给子女。

如果是给家人买保险，小慧建议
老年人不要自作主张，而是要让子女
自己去研究、考量，从而买到适合的保
险产品。

老人买错了保险，子女往往事后才
发现，如果已经过了犹豫期，再想找保
险公司全额退保并不容易。

记者了解到，一般一年期以上的人
身保险产品都会设有犹豫期，通常为签
订合同后的10天或15天。如果在犹豫
期内，投保人可以随时退保，所缴纳的
保费也会全额退还。但若过了犹豫期
再想退保，就会产生较大的损失。

不过也有全额退保成功的案例。
2021年，王先生在某保险公司销售人员
的推销下，购买了一款理财型寿险。据
王先生回忆，当时保险代理人告诉他只
要缴纳 11 万元，就可在合同签订时获
得一万元利息，一年后合同到期，11万
元本金会如数退还。

签合同时王先生留意到，合同上显

示的缴费期间是10年，遂提出疑问。保
险代理人向他保证，只要缴费一年合同
就到期了，并解释称这是公司开展的新
业务，叫“长险短做”。王先生信以为真，
签订了保险合同，并听从保险代理人的
话，在保险公司回访时做了虚假陈述，代
理人当即返给了王先生一万元现金。

一年后，王先生找保险公司询问到
期退费事宜却被拒绝。工作人员称，保
单缴费期为10年，每年应缴保费11万
元，一切按照合同约定办理。王先生向
银保监部门投诉，调查结论认为，现有
证据无法认定保险公司存在销售误导
等行为。王先生无奈诉至法院。

诉讼期间，因当初的保险代理人同
意作证，承认做出过相关承诺，法院最终
认定保险代理人构成欺诈，撤销了保险

合同，王先生这才拿回余下的10万元。
北京朝阳法院法官助理史素英告

诉记者，当保险犹豫期过后，如果存在
如下法定情形——投保人无民事行为
能力、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
公平等，投保人可请求法院确认保险合
同无效或撤销保险合同，全额退还已缴
纳保费。

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投保人虽称
购买保险时被销售人员欺诈误导，却往
往难以举证。相反，保险公司一方会提
交保单、投保提示书、电话回访录音等
投保人亲笔签名或亲口认可的证据。
即便投保人当初是听信了销售人员的
安排做出了违心回答，如今也是空口无
凭。因此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全额退
保的诉求难获法院支持。

保险合同页数繁多、文字晦涩难
懂，不光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看到保
单都会感到头疼。购买保险时，哪些内
容是必须要留意的？北京朝阳法院法

官助理史素英也为投保人划出了重点：
1.认真阅读保险合同，尤其是加黑条
款；2.年限、收益算明白再买；3.勾选答
案、签字确认要谨慎；4.如实“双录”不

“表演”；5.售后回访认真作答；6.充分利
用“犹豫期”。

据《北京晚报》

女子时常感觉腿部酸胀疼痛，贴
了很长时间膏药却收效甚微。直到就
医检查后才发现腿部的血管几乎完全

“断流”。专家提醒，腿部疼痛不仅可
能是骨骼、关节疾病，也要提防血管病
变导致的“腿梗”。

56岁的张女士是十多年的糖尿病
“老病号”，好在病情控制得不错，这些年
生活还算正常。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张
女士总感觉右侧腿部，特别是膝盖以下
的小腿部位有些不舒服，时不时感觉发
冷，稍微走几步就酸胀难忍，只能停下来
休息。

她一开始以为是关节疾患发作，
自行购买了一些消肿止痛的膏药，但
用了一段时间，症状没有任何好转，反
而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
活。近日，她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来到
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就诊。

该院心血管内科李磊主治医师接
诊后，对张女士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
患者右侧下肢皮温明显比左侧要低，
而且右下肢踝动脉搏动微弱。进一步
检查证实了他的判断：困扰张女士的
并非骨骼或关节类疾病，而是右侧下
肢的动脉狭窄。

之后的下肢动脉造影结果显示，
张女士的右侧股动脉中远段出现了
99%的狭窄，下肢供血几乎完全中
断。如果久拖不治，甚至会面临截肢
的风险。好在因为发现及时，张女士
接受了下肢动脉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
术，最终消除了隐患，顺利出院。

武汉市第四医院心内科主任胡立
群解释说，下肢动脉闭塞是动脉粥样
硬化在下肢动脉的表现之一，往往也
被俗称为“腿梗”，与高血脂、高血压、
糖尿病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有相关
病史的患者尤其需要注意，如果出现
间歇性跛行，特别是不行走的时候，甚
至夜晚躺下睡觉的时候疼痛加剧，并
伴有下肢皮温降低或足部皮肤青紫的
症状，就要考虑是否存在血管阻塞，需
要及时就医排查，避免严重后果。

据《武汉晚报》

女子下肢疼痛
查出“腿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