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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谢文 记者 张倩）近期
热映电影《孤注一掷》将目光对准近
年来备受关注的电信网络诈骗，以现
实题材为基础，加入贴近真实的镜
头，让人触目惊心。然而与之类似的
案例，却发生在我们身边，血泪的现
实，远比电影更加残酷。

8月24日，湖口县22岁的小伙子
小彭（化名）带着满身伤痕从缅北逃回
家乡，他是这样跟民警说的：“那里跟
地狱一样，在那里的每一天我都度日
如年，那真的是一场很长的噩梦……”

电影中电诈集团陆经理对被骗
来的潘生说：“你们想要的东西，在外
面老老实实工作肯定得不到，但在我
这里可以。”这句台词也道出了小彭
被骗去缅北的原因。“我是从事夜场
工作的，经历疫情后，国内的夜场工
作越来越不好做，一直想找一份新工
作。2023年7月初，我叔叔的朋友周
某加我微信说他在缅甸佤邦做夜场，
那里很轻松而且比国内赚得多。起
初，我也担心缅北很乱，但是由于他
和我叔叔是多年好友，而且他说那里
有很多老乡，我就没有怀疑。”7月中
旬，小彭在对方的安排下翻山越岭，

偷渡到了缅甸佤邦。
到了缅甸后，小彭便亲眼目睹了

枪战现场，也见到了叔叔的好友周
某。周某告诉小彭，夜场工作不好
做，希望小彭和他一起从事电信网络
诈骗。小彭不同意，周某便直接将其
关进了缅甸电诈园区。“我说不想做
电诈后，就被关进了一个被铁丝网包
围的地方，那里有人持枪看守。他们
当时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交 85000
元钱放我回家，二是让我骗两个 30
岁以下的人过来。我答应付钱给他
们，但是由于怕他们出尔反尔我说先
付一半，剩下的一半等我安全回国再
给，他们不同意。”在此期间，小彭被
迫缴纳了呼吸空气费、踩地板费等许
多莫须有的费用，小彭也想方设法拖
延时间和对方周旋，但对方的耐心有
限，很快小彭就被安排到办公点。对
方一开始发了许多学习资料给小彭，
里面的大致内容是教其从事情感诈
骗。学了几天后便开始让小彭和客
户聊天，如果被发现浑水摸鱼，小彭
就免不了遭受一顿毒打。“他们教我
寻找单身、情感空虚的女性聊天，和
她们培养感情，让她们信任我。如果

我不听话轻则被罚晒太阳，晒几个小
时或者一下午都有过，重则被持续殴
打几个小时，我被折磨得浑身是伤，
电棍、钢管或者各种奇怪折磨人的东
西他们都有。在那里被打了多少顿
我已记不清了。由于我消极怠工，他
们还说要把我卖了。”

在对方魔鬼般的折磨下，小彭如
同一具行尸走肉，丧失自由和尊严，遍
体鳞伤，腿被打折，却无人问津。这时
他已然无心赚钱，满心满眼都想着如
何才能逃离这样的炼狱。小彭一边工
作一边时常借口上厕所，观察留意园
区的情况，发现园区内有两处设防较
弱。终于有一天趁对方不注意，小彭
看准时机便顺着三四米的铁丝网爬出
了园区。“我不知道铁丝网外面是什
么，还有没有出路，但是我知道如果一
直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我想着试一
试，万一能跑出去呢？就这样我拖着
被打折了的腿跑了一个多小时。”成功
逃离园区后小彭便设法与我国警方取
得联系，在指定酒店登记回国，而后来
到湖口县公安局报警。目前，小彭因
伤势较重，在湖口县某医院就医，案件
在进一步办理中。

湖口小伙逃离缅北电诈园区，回家后自述经历——

那真的是一场很长的噩梦

本报讯（记者 张倩）“请大家骑
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
盔，靠道路右侧行驶，驾驶小车时要
系好安全带……”8月 29日，在八里
湖新区体育中心路口，民警拿着大喇
叭，正在“喊话”，对过往车辆和行人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即时提醒。

当天 8时许，正值出行早高峰，
南来北往的车流人流较大。几名交
警站在路口，手拿大喇叭开始“喊
话”。“骑车的人要戴头盔，坐在后面
的孩子也要戴头盔呀！”一辆搭载一

名孩子的电动车主被截停，正在接受
交警劝导。“现在有行人过马路，稍微
等一下。”另一边，准备右转的车辆被
交警拦下，待斑马线上的行人全部通
过后才驶离。

为起到良好的劝导效果，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第二大队三中队民警每
天早上上岗之前都会组织中队全体
人员开展岗前小部署，针对各类违法
行为统一规范文明劝导用语，实时进
行劝导纠正。当天的出行晚高峰结
束后，会再次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开展

岗后小总结，分析当天遇到的各类问
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通过岗前小
部署和岗后小总结，可以很好地总结
一天遇到的问题，做到发现小问题，
解决大问题，不将问题留在第二天。”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第二大队三中队
中队长袁野告诉记者，“现在路面上
不文明交通行为明显少了很多，但仍
有部分市民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利用
喇叭喊话便捷、传播迅速、覆盖面广、
感染力强的优势，潜移默化中提升广
大群众的文明意识、安全意识。”

本报讯（翟星 记者 吴金阳 文/摄）8月
29日下午，浔阳区岳师门社区迎来了一支可
爱的儿童服务志愿者队伍，小志愿者们穿上
了红马褂，走进了大街小巷，集中开展“小小
志愿者 创文我做起”卫生大扫除志愿服务
行动。

活动现场，小小志愿者在社区工作者的
带领下走进小区，他们有序分工、配合默契。
有的志愿者对小区院落各个角落的白色垃
圾、烟头进行清理，有的志愿者专注于拔除地
上的杂草。小小志愿者认真地清扫小区垃
圾，将小区环境一点点地变得整洁起来。经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小区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受到广大居民的一致好评。

社区负责人雷蓓告诉记者，活动不仅丰
富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更重要的是让青少
年懂得良好的生活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
维护，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让辖
区居民自觉参与到美化城市行动中来，形成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巩固提升国卫成果

本报讯（记者 陈沽玥）过生日，一
般都是欢欣喜悦，吃吃喝喝。但市民
谭小姐今年的生日却别具一格，她家
开了一场关于反对浪费的家庭会议。

日前，谭小姐过生日，家中亲属
特意在高档餐厅安排包厢，点了许多
菜还买了大蛋糕为她庆祝，一切都欢
欢喜喜，但吃饭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一
点小纠纷。

“我爸爸一向喜欢多点菜，总希
望大家什么都尝一点，找出最喜欢吃
的菜品。但这样一来菜量就太多，吃
不下了。”谭小姐介绍，当天吃饭的亲
属共 10人，小孩 1个，年轻人 3个，中
年人4个，老人2个，真正有战斗力的
只有 4个人，其他人饭量并不大。“在
点菜的过程中，大家都跟爸爸说让他

少点些，就算不够还可以再加，但他
就是不听。”最后满满一大桌菜，剩下
了至少三分之一。“其实我们家并不
浪费，只要吃不完的都会打包，但我
觉得与其打包，不如一开始就少点
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俭。”

于是就在餐厅包厢里，谭小姐和
其他亲属一起给爸爸做起了思想工
作。“他这辈人待客就是那种竭尽所
能，力求丰盛，这虽然是好意，但对我
们这代人来说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谭小姐表示，现在人都不缺“油水”，
饭量也不会太大。再加上不浪费的
思想，大家面对一大桌菜时，都想的
是尽量多吃一点，尤其对于老年人，

“本来他们晚餐一般都很清淡，有时
候甚至只喝一点汤水，这样一来，就

会吃撑，变成负担，很不健康。”
在把所有剩下的菜品打包后，谭

小姐说：“能吃新鲜的，为什么要吃剩
下的呢？打包是为了不浪费，但一开
始就少点菜，不剩菜，少花钱，岂不是
更好吗？”在家人的劝说下，谭小姐的
爸爸答应让出点菜权，下次家庭聚餐
让年轻人来安排，“在吃好喝好的前
提下，少花钱，不浪费，大家只会更开
心。”最后一家人还议定下次聚餐，由
几个年轻人买菜回家做，“让老一辈
的也尝尝我们的手艺。”

反对浪费 从餐桌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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