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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映电影《孤注一掷》的片尾，大量被骗
参与境外电信诈骗黑产人员的自白令人震
惊、发人深省。

日前，在徐汇分局看守所的铁窗里，19岁
的小朱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今年 6
月，在上海警方的远程规劝和协调帮助下，小
朱幸运地从东南亚电诈“魔窟”逃回国内。虽
然电影里关狗笼、牙签插手指、活生生被打断
腿的情形，小朱没有经历，但那种时刻担心遭
遇不测的煎熬如出一辙。

“回到国内的那一刻，心里一下就轻松
了！”小朱哽咽着说，“哪怕坐牢也是踏实的。”

被骗入局被骗入局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用在小
朱身上恰如其分。

2022年年底，小朱认识了一个叫“M”的
网友。为了赚钱，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卖给了

“M”。他清楚地知道这背后的猫腻。
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小朱被公安机

关处理，但他并未因此警醒。今年3月，“M”
又通过微信找到小朱：“现在国外有个项目，
只要会复制粘贴，每个月就能挣 5000 美元，
来吗？”“M”刚说完，小朱就表示：“算我一
个！”

3 月 11 日，小朱从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泰
国，再转机到东南亚某国。“M”告诉小朱这是
为躲避盘查，必须采用中转第三国的方式。
辗转两天，几经周折，小朱终于来到了“园
区”。

小朱所在的“园区”，有两幢 19 层高楼，
一幢是生活楼，一幢是工作楼。“5层以下走廊
窗户全是封死的。”除了保安和后勤是本地
人，其他全是中国人。

刚到“园区”不久，小朱就从赚钱的美梦
中惊醒。“有人被关在房间里，戴着手铐，被人
用电棍电，还有一群人殴打他。”从那时起，被
打的恐惧一直萦绕在小朱心头。

被困被困““园区园区””

3 月 13 日，小朱正式上班。主管没收了
他的手机和护照，删除了“M”的微信。按照
规定，不能离开园区，除非有业绩，跟主管报
备后才能拿钱出去消费。

在“园区”里，一天要工作 12 小时，每天
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规定加多少人的联
系方式。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二天就要爬上
17楼，还要做50个深蹲。

小朱最初被安排在 17 楼的“欧美诈骗
组”，负责搜集外国人的社交软件账号，然后
通过聊天给对方制造“恋爱”错觉，也就是俗
称的“杀猪盘”。“有人来给我们讲课，怎么跟
人聊天，怎么获取对方信任，怎么从朋友变成
男女朋友，怎么引诱充值，怎么欲擒故纵获取
更多的投资……”

小朱回忆，自己通常是打造一个久未
谋面的老朋友人设，可以伪装成新加坡女
士，30 岁到 35 岁左右，开母婴店的女企业
家，在美国居住了几年，然后在聊天时提及
自己的一些投资，收益很好，骗对方投资。
有时候，小朱还会伪装成丧偶多金的中年
男性，向女性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后再诱骗
对方投资。

分文未挣分文未挣

小朱从未领到过工资，虽然他每天都能
在园区楼里听到锣响。

“锣响意味着开单了，骗到钱了。有人一
天能骗到上百万美元。每个月15日发工资，
我看群里工资最高的人有 300 多万美元业
绩，提成拿到40万美元，他在群里发照片，好
一大捆现金，他把30万美元寄回中国给家人
了，剩下的留着自己花。”

小朱回忆，他们5人一组，整个17楼共有
十几个小组。晚上 10 时上班，早晨 6 时到 8
时休息，再工作到中午12时下班。“下班后累
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做了一周后，因为英文实在不行，小朱被
换到 18 楼的彩票诈骗组。后来又被“踢”到
19 楼，专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华人华
侨。

在“园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小朱
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瘦了十多斤。“睡不
着，吃不下，头昏脑涨，每天都在想着怎么
出去。”表面上，小朱努力学打字，讨好主
管，但每周拿到手机的那天，他都在查回去
的路线。

掏钱赎身掏钱赎身

没有业绩，屡遭白眼，小朱终于鼓起勇气
找到主管，表示不想做了，想回家。主管告诉
他，“不想做可以，拿5万元人民币赎金来。”

小朱拿不出那么多钱。直到 4 月中旬，
主管才松口同意交2000美元就可以离开，但
护照要留下。“也许是我来的时间太短，能力
也不行，没给他们创造太多收益，才同意我交

钱离开。”
起初小朱仍不想付钱，他在园区里四处

寻找可以出逃的漏洞。“连地下室都走遍了，
但地下室里也有铁门和保安。”无奈之下，小
朱只能给家人打电话求助。母亲和姐姐给他
打了一笔钱，让他为自己赎身。

幸运逃脱幸运逃脱

交钱离开园区后，小朱搭车前往领事

馆。一路上，他一直提心吊胆，因为经常有人
在这条路上被绑架、勒索。

因为补办护照失败，身上只剩下 200 美
元的小朱还是滞留在当地。在此期间，小朱
遇到两个广东人，是从另一个“园区”偷跑出
来的，“园区”的人一直在抓他们。“抓到后就
会被转手卖掉，他们很害怕。”

今年 4 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漕河
泾派出所在侦办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发
现，小朱是滞留境外的涉诈重点人员，民警通
过家人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远程规劝他回
国自首。

“我是上海公安，如果你想回国的话可
以聊一下。我们很有诚意，会尽量帮你，你
不可能在外面待一辈子。”面对民警的真诚
劝说，小朱通过了民警的好友申请。“当时心
情很复杂。之前犯过事，还是取保候审期
间，这次回去就要被收监了，但无论如何先
回国再说。”

在上海警方多方协调下，小朱在当地领
事馆办理了一张一次性的回国证明，购买了5
月18日返回上海的机票。5月19日凌晨落地
后，他被警方扣押。

6 月 21 日，犯罪嫌疑人小朱因为此前的
犯罪行为被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尽
管如此，小朱能从电诈“魔窟”脱身，在“东南
亚淘金者”中仍算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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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发现，今年暑假，在面临旅行计划
中的民宿、酒店或爆满或房价超预算的情况
下，当代年轻人另辟蹊径，选择了洗浴中心、
海底捞等落脚、住宿。

现象
洗浴中心竟成“梦中情宿”
如果跟朋友暑期出游，你会选择住在哪

儿？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看酒店或民宿位
置、看品牌或服务，以及看价格等等。但是，
今年就有不少年轻人在旅游时不走寻常路。

“出去旅游，只要花 200 多块钱，一天
吃、住、休闲项目全有了。”市民郭小姐说，这
次去东北旅游第一站的住宿地是洗浴中
心。“洗浴中心提供一天四餐和全时段水果
饮料，还有游戏室、棋牌室、KTV，当然还有
洗浴和温泉。虽然住宿有点吵，但是价格在
这摆着呢，太划算了。”

美团数据显示，7月以来，洗浴中心的搜
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55%，沈阳、北京、哈
尔滨、上海、天津等城市的洗浴热度最高。
其中，20岁-35岁的消费者占比近七成。较
2019 年相比，7 月以来，洗浴中心的线上消
费规模增长150%。

性价比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洗浴中心住
宿的主要原因。记者注意到，在洗浴中心的
门票消费体系中，70元-100元属于经济型，
200 元以内属于中高档，200 元以上则算得
上是洗浴中心里的五星级。大部分洗浴中
心的门票有效期为16小时。如果想在洗浴
中心过夜，则需要另外交一次“过夜费”，一
般在 50 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一般中高
价位的洗浴中心大多提供免费餐食，有的还
提供豪华自助。

除了洗浴中心，旅游“特种兵”们夜宿海
底捞也曾引发广泛关注。记者当时采访部
分做此选择的“特种兵”，他们有的表示夜宿
海底捞是为了体验这种“流行”，有的则是种
种原因无法回到住宿地的无奈之选，有的则
表示是为了省钱。

记者还注意到，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一
种特别的旅游方式——交换式旅游。所谓

“交换式旅游”，即两个陌生人之间达成一
致，到对方所在的城市旅游时，互相到对方
家里居住。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跟我换的小伙伴
没能成行，我还是按计划住到他家里，不过
睡的是沙发。他为了补偿我，还包了我在这
个城市旅游期间的晚饭。”周先生对记者称，
他是个背包客，选择这种旅行方式也是为了
认识更多朋友。

在社交平台上，“交换旅游”的话题热度
不断。在部分年轻人看来，交换式旅游不仅
可以节约下一大笔住宿开支，还可以增加体

验，满足社交扩列的需要，丰富自己的旅行
乐趣。

追访
价格攀升催生住宿新方式
虽然选择非常规住宿的年轻游客们大

多是为了增加旅游之中的体验感，但是也有
不少游客表示，今年以来旅游目的地住宿价
格的“背刺”也是让他们选择住宿能省就省
的原因之一。

“我的朋友圈人人都在旅游”可以描述
今夏旅游的热潮。从中国民航局发布数据
看，7月份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6242.8万
人次，同比增长83.7%，创了民航月度历史新
高。而多个城市一票难求的高铁、时不时就
遭遇堵车的各地“最美公路”，也表明其他出
行方式的热度。而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
测，这个暑期，国内旅游人数预计将达到
13.31 亿人次，占全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的
20.18%。

有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按周或月预订
的民宿订单量同比涨超 200%，很多酒店民
宿要提前数周才能订到房。在这一背景
下，到旅游目的地住宿成了很多游客的一
大问题。

记者了解到，中消协日前发布的上半
年十大消费舆情热点中，旅游住宿问题高
居第二位。其中酒店民宿在旺季涨价毁约
等问题频发。而一些城市的酒店，尤其是
年轻人出游乐于选择、价格原本比较低廉
的快捷酒店，在这个暑期涨价明显。这就
不得不让很多年轻人在计划出游时，考虑
如何节省酒店的费用。因此，洗浴中心、海
底捞、别人家沙发等非常态的住宿地成了
年轻人的选择。

提醒
出游需将安全放在首位
新的旅行住宿方式也带来新的问题。

如“交换式旅游”涉及住宿，就会有财产安全
和个人隐私等敏感问题。“它是建立在纯粹
的信任基础之上，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风
险。物品被盗、损坏、人身安全等交换旅游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都亟待解决。”中国旅游
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龙表示。

海底捞等商家则本身不具备住宿的条
件，一旦成为一种风气，不仅游客将面临一
定的安全隐患，就连提供场所的商家也将
面临风险，更是消耗了商家的善意和人文
关怀。

洗浴中心住宿相对合规。早在 2004
年，部分城市陆续出台规定，将带有住宿条
件的洗浴、按摩等场所纳入旅馆业管理的范
围，零时后仍未离开这些场所的人员，以及
零时后进入的人员，都将按旅馆住宿人员的
要求，实行身份证实名登记。经营提供住宿
功能的洗浴中心，需要在辖区公安机关处办
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取得旅馆业经营资格，
其中许可证的经营范围需要包括接待旅客
住宿。

但由于洗浴中心人员往来相对酒店等
业态更为频繁且复杂，安全性上仍旧难以与
酒店甚至民宿相较。今年7月，昆明警方破
获一起长期流窜在昆明多家洗浴中心盗窃
的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洗浴中心的休
闲特点，在更衣室等地方实施盗窃。

因此，警方提醒大家，洗浴中心过夜需
小心，要选择有资质的正规商家。同时，消
费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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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小伙幸运逃离电诈“魔窟”

年轻人暑假出游住出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