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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元旦，公司看实在
榨不出阿贤的油水了，便给了
他身份证把他扔在边境口岸
附近的广场。

当阿贤准备跨过边境口
岸回国的时候，当地政府武装
人员告诉他，回中国需要缴纳
9000 元报名费，否则不予办
理。望着国门却不能回去，阿
贤抹着眼泪，不知道自己该何
去何从。

“这时我遇到一个中国
人，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被
人骗过来做诈骗，他说像你这
种事情并不少见。”这位好心
人提醒阿贤，不仅是要交给当
地武装 9000 元，还要缴纳偷
渡罚款。这位好心人还告诉
阿贤，附近有家中国人开的理
发店，老板是阿贤的湖北老
乡，让他去看看能不能获得帮
助。

巧合的是，这名理发店老
板和阿贤是同县老乡。理发
店老板借给阿贤 2000 元钱，
建议他找份活干，靠劳动赚回
国路费，此外他还免费让阿贤
住在家里。阿贤以前在酒店
上过班，学过点烹饪。于是，
他买了个推车和煤气灶，开始
卖炒饭的日子。阿贤的小摊
就设在理发店门口，一份炒饭
卖 20 元。在阿贤生意困难
时，理发店老板总是开导他，
让他继续坚持。

2021年春节过后，随着疫
情形势的好转，阿贤的生意渐
渐好起来。到 4月，他已经攒
了4万多元。阿贤不仅把钱还
给理发店老板，还重新买了部
手机，跟家人取得了联系。

在手机上查询各种信息
后，阿贤了解到，国家对像他
这种在境外从事诈骗的人员

回国自首从轻从宽处理的政
策。反复权衡后，阿贤决定回
国自首。

5 月 4 日，阿贤从孟连口
岸回国，隔离 14 天后，于 5 月
18日向公安部专案组自首，供
述了自己在他国诈骗多人的
事实。目前，阿贤因涉嫌诈骗
已被依法逮捕。

“这段经历真的一辈子都
不会忘记，比坐牢还苦。我曾
经想过自杀，可是那里连自杀
的机会都不会给你。如果有
一次重来的机会，打死我都不
会去了。”阿贤说。

目前，阿贤正在广州增城
看守所等待开庭。“出去后，我
想抓紧时间跟女朋友把婚结
了，以后老老实实打工，本本
分分赚钱，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辈子再也不做什么不切实
际的‘发财梦’了。”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如
其来。疫情期间，家住湖北孝感
的阿贤天天宅在家玩游戏。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全国各地
都在复工复产。4月，阿贤在家
待不住了，决定外出找工作。

“我的脚受过伤，有钢钉在里
面，在工地里重活干不了。”阿
贤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不能
干重活，工作找得很不顺利。

阿贤在玩游戏时认识了一
个名叫小军的人。有一天，阿贤
跟小军聊天时，提起自己的工作
一直没着落。“小军问我有没有
去国外打工的想法，有的国家博
彩、娱乐业很发达，做个保镖、
酒保、司机都可以赚钱。”阿贤
听了觉得不错。

小军似乎很有能力，而且很
“够哥们”，很快就帮阿贤介绍
了每月工资1万多元的“工作”，
还给了他 1000 多元路费，让他
到了云南后再联系具体的出境
事宜。

一开始，对于出国务工，阿
贤心里没底。“我听说国外有些
地方还是挺乱的，但小军说，

‘没问题，路费都包了，现在都

是法治社会，你怕什么’。”最
终，对高薪工作的渴望战胜了内
心的不安，阿贤于8月初到了昆
明，9月底终于下定决心去国外
捞金。

阿贤的出国路可谓历尽千
辛。阿贤与小军联系后，小军让
人开车送他先到普洱，再转乘
面包车到孟连（普洱下辖自治
县）。十多个小时的路程虽然
累，阿贤觉得还能接受。可接
下来的行程实在大出他所料。

“休息后，我们被拉到一座大山
脚下，跋山涉水十多个小时，越
走越偏僻，这时我才知道这就
是偷渡。”这段路程，阿贤不止
一次打退堂鼓，但想回头已是
不行，山高林密、羊肠小道，如
果不跟着向导根本无法原路返
回。

与阿贤同行的有 20 多人，
不少是跟阿贤一样懵懵懂懂初
次出国务工的。“最后，我们坐
橡皮艇渡河到达对岸，具体什么
地方我不清楚，有当地武装人员
开着‘军车’来接我们。”坐上车
的那刻，阿贤心里稍微安定了下
来，总算是到目的地了。

到达缅北后，阿贤被送到一
栋民房，这里陆陆续续又来了
三四批偷渡过来的人。第二天
一早，民房里 60 多人被集中送
去医院体检并办理暂住证。阿
贤感到不安，便给小军打电话，
小军让他别担心，服从安排，办
好手续会有人接他去公司。

之后，来了一辆面包车把阿
贤拉到了“公司”。“进去以后我
就呆住了，高墙、电网、枪兵站
岗，那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监
狱。”如果说偷渡的经历让阿贤
萌生退意，那到了“公司”后他
简直肠子都悔青了。

接着，有人要求阿贤等人把
证件、手机都上交，并安排他们
到宿舍休息。宿舍里有七八
人，此外还有两名武装人员同
住。武装人员负责看管他们，
舍友间不允许交谈，也不能随
意外出。

阿贤感到这里跟小军形容
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看也
不可能是月收入一万元的工
作。但他已无法联系上小军，
自由也被限制。阿贤隐约明白
了，这可能本就是对方设的一
个局。

当天晚上便有人前来跟阿
贤几个聊天，问他们有没有听

说过“杀猪盘”“刷单”，并告知
他们“公司”其实就是从事这些
业务的。

“我说我不做这些，我要
走，结果马上就有人来把我带
出去。”阿贤被单独关在一个小
黑屋里，事后他才知道这种小
黑屋就是专门给他这种刚来不
愿意从事诈骗或想要逃跑的人
准备的。“我被关进去后，他们
就用枪托打我，说花了那么多
钱让我偷渡过来，不干活怎么
回本。”

阿贤在小黑屋里度过了让
他毕生难忘的一周：每天只有
三个馒头、两瓶自来水，不答应
入伙就挨打，直到被打到爬不
起来。一个星期后，陆续来了
几个有相同被打经历的人劝阿
贤放弃抵抗。他们告诉阿贤，
只有加入并做出业绩才可能被
放走，否则便是被打死才能离
开。

经过一轮劝说后，阿贤仍未
同意入伙，于是他又被折磨了
十多天。阿贤内心绝望了，不
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身体跟
精神都崩溃了，他怕自己真的
会被打死。万般无奈之下，阿
贤只得同意加入。在跟班学习
了十多天后，阿贤正式“上岗”。

“8时起床吃早餐，8时 30
分一定要到二楼的办公区，9
时组长会过来派发手机，这
些手机上只添加了‘客户’。”
阿贤干活的地方就在宿舍的
二楼，他们被分为几个组，每
组 8 至 10 人，各组都在各自
的房间“上班”，每间房都有
武装人员看守。每组配一个
组长负责管理，一个“财务”
负责打钱给点赞的客户，一
个“客服”专门处理产生怀疑
后要求退钱的客户，其他是

工作人员。
“我们有一个‘话术本’，

照着话术引导客户去短视频
平台点赞，点赞会有 5元的佣
金。客户尝到甜头了，我们就
以‘抢更多单赚更多钱’为由，
诱导他们下载公司的APP，说
进行充值后才能优先抢单。
随着客户充钱多了，公司就会
冻结账号，把钱转走。”阿贤
说。

阿贤称，自己抗拒行骗，
所以“业务能力”不强。他按

照话术，引诱客户踏入骗局，
一个月下来，也做成了几个单
子。阿贤回忆，最大的一单，
是骗了广州增城一个 20多岁
的女孩子 1万多元，用的也是
刷单、充值、冻结本金无法提
现的套路。

阿贤回忆，2020 年 11 月
底，当地政府要求做诈骗的公
司全都关停。“公司让我向家
里要钱赎身，赔钱给公司补偿
路费和生活费，我说没有，就
又被打了几天。”

据了解，南方医院、中山三院、
广医三院等多家三甲医院，自 5 月
开始都为老人开通“爱心通道”，
老年人通过智能 5G 测温核验一
体机刷身份证即可显示健康码，
解决老年人无手机或不会操作手
机亮码的难题，畅通老年人就诊
第一关。

老年人年龄越大，基础病越多，
如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广州市红
十字会医院为老年人提供多渠道的
预约挂号服务，医院微信服务号允
许每个手机可绑定的亲属从 5个增
加到 10个，方便老年人和子女较多
的家庭。同时，开通电话预约。门
诊现场仍专门开设老年人挂号窗
口，为老年患者提供人工挂号服
务。门诊各楼层均设有自助机可进
行预约挂号，老年人也可选择就诊
卡自主挂号。

此外，广医二院、红会医院还专
门为老人开设了“诊间预约功能”，
提供一个月内的门诊号源预约服
务。老年患者可在当次就诊时直接
与主诊医师预约下次的复诊时间，
避免因不会上网预约挂号而耽误复
诊。“特别适合出院后需要复诊的老
人”。老人下次来院复诊时，直接前

往人工窗口挂号缴费后，即可报到
就诊。

“有子女的老人，大部分会帮助
老人去预约挂号，空巢的和独居的
老人则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中山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任杰说。为
使老年人就医通道更通畅，中山三
院门诊一楼设有导诊服务台，随时
为老年患者提供就医指导服务，并
为无家属陪护的高龄、行动不便等
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帮助。“我
们希望每个老人都能够得到及时的
就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医院推出
再多的适老就医举措，子女也不能
一下“解放”，而互联网医院则提供
更方便的选择。“有慢性病患者的家
庭，如果老人病情稳定，建议用互联
网医院‘续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院长崔书中建议。

今年5月-7月广州发生本土疫
情期间，互联网医院的就诊量明显
比平日增加 50%。据了解，目前广
州医院基本都开通互联网医院，除
广医二院外，做得较成熟的还有广
东省人民医院、中山三院、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珠江医院、中山大学中
山眼科医院等。

疫情防控之下，广州三甲医院取消
非急诊现场挂号，老年人看病怎么办？

医院探索适老化改造
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不会网上挂号怎么办？不会用智能手机
怎样亮健康码？看病只能靠子女吗？……智
慧医疗在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给一
部分老年人的就医造成困扰。近日，为解决部
分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等困难，广州多家三甲
医院积极改善老年就医服务举措，坚持传统服
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并行，努力提高老年人就
医体验。

受疫情影响，从去年开始，广州
各大三甲医院推行非急诊取消现场
挂号，一下子改变了市民的就医方
式。对习惯了现场排队等号的老年
人，“遭遇”实名制网上预约的“前道
工序”，看病着实有点麻烦。

张阿婆今年 76岁，她称自己年
纪大了，学习能力大不如前。网上
挂号，对年轻人来说没什么大问题，
但对70岁以上的老人，困难就比较
大了。“孩子教几次怎么用智能手
机，自己记性不好，今天刚学明天就
忘了。”张阿婆说，“有时反反复复问
孩子，孩子也烦。”

现在，不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看
病基本只能靠儿女。七八十岁的老
年人，多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定期复诊。家
住广州海珠区80多岁的黄伯，由于

不会用智能手机，从去年开始至今，
就一直需要家人陪同就医，或者携
带子女准备好的健康码打印件才能

“亮码”进院，这让黄伯感到十分不
便。“每月去医院开冠心病、糖尿病
的药，都要找孩子，如果孩子工作
忙，或出个差，看病这事就变得很麻
烦。”黄伯说。

除了网上预约、亮健康码外，网
上挂号也是不少老人看病的“拦路
虎”。75岁的劳妈妈称，女儿的手机
绑定了父母两人的医保卡，可以帮
忙线上挂号、填写流调。基本每次
看病，她都要提前一周就给女儿打
电话，提醒记得挂号。“因为老人只
是开药，所以我基本上没特意挑专
家，像心内科的医生，不管是主治还
是主任，能挂到哪个就哪个。”劳妈
妈的女儿说。

如何解决老人就医难的问题？
就医流程适老化改造是关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门
诊办公室主任王剑威介绍，为找出
老人就医的难点痛点，他们专门安
排导诊员做一个调查，分别跟踪了
60岁、70岁、80岁三个年龄段的老
人，观察他们在院就医流程中遇到
的问题。

调查结果发现：60 岁-70 岁人
群对手机操作挂号，以及取药、复诊
等就医流程比较熟悉；70 岁-80 岁
人群，大部分能自己全流程完成就
医程序，大多数老人能自己操作智
能手机，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护士
协助，如填写流调问卷等；80岁以上
的高龄老人，基本上都是有家属陪
同就医。

根据调查结果，医院进行了一
系列适老化就医改造，如每一步有
专人指引、为高龄老人开设“绿色通
道”、增加多种挂号方式等。

记者在采访时遇到余伯，他告
诉记者，感觉最近就医过程变得畅
通起来。广医二院预检分诊处设置
了老年人“无码”通道，只要刷身份

证就能查到他的穗康码状态。余伯
对记者说：“我腿脚挺好的，就是不
会用智能手机，现在不用‘亮码’，真
的方便很多。”

记者在现场看到，门诊内外随
处可见导诊人员和志愿者，他们随
时随地为老年患者提供符合老年人
沟通习惯和就医需求的咨询服务，
无论是操作自助机，还是使用手机
进行绑定、预约、缴费、获取报告等，
导诊人员及志愿者都可以手把手协
助老年患者完成。

在导诊员的指引下，余伯顺利
进入诊室就诊。医生仔细地为余伯
问诊并开具处方，由于病情需要进
一步观察，医生还为余伯预约了下
月的复诊时间。

为减少老年患者的就医等待，
门诊挂号处、收费处、取药处各设置
一个“80岁以上老人优先窗”，余伯
半小时内就完成了交费、取药。取
药时，药师还细心交代了每种药品
服用的时间和用量。“过来看病，不
用担心没有手机办不了手续，每一
步都有人教，也有人安排好了，真是
太贴心了。”余伯说。

“高薪”一名缅北“淘金者”的亲身讲述：

““公司公司””如同监狱如同监狱
不入伙就

“网友”资助出国捞金
跋山涉水偷越国境

吸引下深陷诈骗窝点

高墙电网、枪兵站岗
到“公司”后肠子都悔青了

按照话术诱导客户
最大一单诈骗1万多元

诈
骗

自力更生卖炒饭
攒够路费回国自首

被骗、挨打、恐惧、绝望……只身在异国他

乡的阿贤身无分文，眼望国门却不能归家。32

岁的阿贤回忆起2020年在缅北的那几个月的

经历，仍觉得像一场噩梦。
去年，阿贤带着一个“发财梦”下决心去国

外“捞金”，没想到却是被骗到缅北从事电信诈

骗。在老乡的帮助下，靠着一辆三轮车、一个

煤气炉，阿贤卖起了炒饭。最终，阿贤回到祖

国，投案自首。这段经历让他醒悟：“再也不做

什么不切实际的发财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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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玩不转手机，就医基本要靠孩子

就医流程适老化改造，让老人大呼方便

老人若患慢性病，可通过互联网医院“续方”
随 着 国 内 对 于 电 信

诈骗的重拳打击，国内的
电信诈骗团伙现在大多
已经转移到国外，尤其是
东南亚地区。最初，转移
到国外的电信诈骗会盘
踞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东南亚地区，但近年来，
缅甸北部逐渐成为这些
诈骗团伙首选的栖身之
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缅北有超过十万人从事
电 信 诈 骗 。 今 年 6 月 以
来，国内各地陆续发布通
告，对非法滞留在缅北地
区的人员实行集中劝返。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
院、广东省公安厅联合发
布通告，敦促滞留缅北等
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人员，60
天内回国投案自首。

自从各地加大劝返缅
北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人员的宣传力度后，人们都
知道缅北不是天堂，也知道
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是违法
犯罪，面对形形色色的诱
惑，还需要理性辨别。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
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网
络上所谓的“高薪招聘”，
找工作要到正规、合法的
劳务中介。

提
醒

不要轻信网上“高薪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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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就医可直接刷身份证，无需再亮健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