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本计划 1 天完成的采访， 最终延

续至 2 天。 结束与李明浩、 张北和王栋

的对话后， 我的心情很复杂。

那些年轻人为了追逐所谓的 “高

薪” 梦想， 孤注一掷地踏上了这条不归

路。 然而， 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苦难

和绝望。

他们的故事， 像影片 《孤注一掷》

中的情节一样惊心动魄， 却又如此真实

而残酷。 缅北电诈团伙的猖獗活动给无

数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希望通过这篇采访报道， 让更多人

了解缅北电诈的真相， 希望这样类似的

经历永远不再出现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

和人生中。 因为 “孤注一掷” 的代价，

往往是无法承受的。

“孤注一掷”的代价

记者手记

“月薪几万， 甚至十几万。” 这是

李明浩最初听到的承诺。 2020 年， 他

刚从保险公司离职， 一位老乡向他介绍

了一份在缅北从事“金融产品销售” 的

工作， 声称收入丰厚， 且工作轻松。 尽

管对缅北的印象停留在负面信息上， 但

老乡的描述还是让他心动了。

“他说缅北已经焕然一新， 机会很

多， 我就信了。” 李明浩回忆道。 然而，

这背后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即使

李明浩有着大专学历， 但他依旧深陷电

诈陷阱， 最终沦为一名电诈人员。

与他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张北和王

栋， 两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年轻人。 他们

偶然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

声称在云南做主播， 一天能赚几百甚至

几千元。

“我以为是真的，没想到一上车就被

押上了船，直接带到了缅北。 ”回忆起噩

梦的开始，张北的声音中充满了悔恨。

随着对话的深入， 记者发现， 他们

的经历与影片《孤注一掷》 中的情节惊

人地相似， 都是被高薪诱惑， 然后一步

步踏入了诈骗的深渊。

高薪诱惑
求职背后的“深渊陷阱”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在遥远的缅北， 一片被神秘面纱笼罩的园区里，上演着一场场现实版的

“孤注一掷”。 这里，不是电影中的虚构场景，而是无数年轻人梦想破灭、深陷

泥潭的电诈世界。

近日， 记者走进上海一监狱， 与曾经参与缅北电诈的三名服刑人员展

开深度对话。 从他们口中的经历， 揭露缅甸地区电诈园区背后的真相， 希

望能给更多的人以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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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浩和张北告诉记者， 从他们进

入电诈园区那一刻开始， 便失去了自

由： 被没收了护照和手机， 园区四周高

墙环绕， 铁丝网密布， 有人 24 小时持

枪巡逻。 电诈团伙的组织严密， 分工明

确。 有人负责技术， 有人负责话术， 还

有人专门负责“管理” 这些“员工”。

铁皮房、 大锅饭、 无尽的加班、 残

酷的惩罚……这些看似平凡的元素， 却

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张北曾描述过他住的铁皮房： “夏

天热得像蒸笼， 冬天冷得像冰窖。” 而

每天的大锅饭， 更是让他们食不下咽。

“每天早上就是白馒头和粥， 中午和晚

上一样， 都是一个肉糜菜加青菜。”

园区内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8 点到

晚上 11 点， 有时还得加班到凌晨三四

点， 一周工作七天， 全年无休。

业绩不达标，就会遭受体罚。张北曾

因拉不到“客户”， 被罚做500个仰卧起

坐，直到瘫倒在地。“惩罚是每天都会上

演的，殴打也是家常便饭。” 张北说。

更可怕的是“水牢”。 王栋曾亲眼

目睹一名同事因与组长争吵， 被关进水

牢。 “水牢就像一个深水池， 人被关在

笼子里， 水淹到鼻孔， 24 小时不能动。

泡了 20 多天出来时， 整个人都肿了一

倍， 皮肤溃烂。”

暴力控制
园区生活的“人间地狱”

高压之下，李明浩、张北和王栋开始

了各自的诈骗“生涯”。 他们是通过社交

平台添加“客户”，以股票投资、虚拟货币

等为诱饵，逐步引导“客户”“投资”。

“我们扮演的角色有成功人士、 有

单身妈妈。 朋友圈里发的豪车、 名表照

片， 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王栋说， 他

们还会根据“客户” 的背景和喜好， 量

身定制诈骗脚本。

王栋曾扮成一名 35 岁的离婚女性，

与一名残疾人“客户” 建立了“信任关

系”。 最终， 这名残疾人被骗走了全部

积蓄。 “后来我知道她和我是老乡， 还

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看到她还在不断借

钱投资时， 我心里很愧疚， 于是悄悄地

提醒她。” 王栋低声说道， “就是一时

心软的提醒被主管发现了。” 当天， 王

栋就被关进“小黑屋”， 铐在铁凳上，

挨饿挨打。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王栋至

今心有余悸， 声音颤抖。

“在这里， 我们只是工具。 每天醒

来， 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骗人， 怎么

完成‘任务’。 如果不听话， 就会被打，

甚至会被卖掉。” 王栋的声音低沉而疲

惫， 他告诉记者， 园区里有很多像他一

样的年轻人， 最小的中国人只有 16 岁。

诈骗生涯
量身定制的“人设脚本”

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园区里到处都

是监控和保安， 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人盯

着。 “我看过有人逃跑， 直接被开枪打

中， 抓回来后被打得半死。”张北回忆起

当时的画面，身体不禁地颤抖了一下。

这些诈骗团伙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

利益链条。 他们会将受害者的信息和钱

财进行层层转卖和分配， 形成了一个庞

大的黑色产业链。 而园区的电诈人员，

不仅被强迫工作， 还可能被多次转卖。

张北曾被转卖到三个不同的园区，

每次转卖都意味着新的折磨。 第一次，

他被卖了 14 万元， 后因业绩不佳被体

罚， 引发了急性阑尾炎， 动了一次手

术。 “手术一做完， 我就被送回了园

区， 都没给我任何在医院休养的时间。”

张北说， 手术后， 他被卖到了第二个园

区， 从事刷单诈骗。

“第二个园区更狠， 完不成业绩就

要跑步两小时， 跑不动就被打。” 张北

回忆。 第三次被卖时， 张北已经麻木

了。 “我知道自己逃不掉， 只能祈祷有

一天能回国。 只要能让我回国， 就算被

砍掉一只脚， 我都愿意。” 这种被不断

转卖的经历， 让张北等人身心俱疲， 几

乎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他们仿佛被投入

了一个无尽的黑暗漩涡， 无法自拔。

生死逃亡
层层转卖的“绝望挣扎”

2023 年， 随着公安部部署开展打

击缅北涉中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

作， 张北和王栋等人终于被解救回国。

最终， 李明浩、 张北和王栋因涉嫌诈骗

罪分别获刑 2 年 9 个月、 2 年和 2 年 3

个月。

“回国后， 我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

了。 我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家人。” 张

北告诉记者， 在监狱里民警很关心他们

的身心健康， 恢复了正常饮食后， 张北

的体重已经从回国前的 100 斤增长到

130 斤。 王栋也在这几年里， 第一次给

远在他乡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书。

在监狱里，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

为。 “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警示他人，

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从一个受过高等

教育的天之骄子到身陷囹圄的诈骗犯，

李明浩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错误是轻信了

高薪诱惑， 忽视了法律的底线， 最终给

许多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记者了解到， 张北等人进入监狱服

刑后， 监狱针对他们的身心状况， 制定

了相应的管理和教育方案。 由于很多电

诈人员之前跟家里很少联系， 甚至失联

多年。 为此， 监狱安排他们写家书， 帮

助他们联系家人。 服刑人员可以根据自

己的情况， 自己选择学习相关技能。

“有了一技之长， 他们回归社会以后，

能够真正的融入社会， 通过自己的劳动

所得， 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谈起未来， 张北和王栋都表示， 要

在监狱中积极改造， 学习工作技能， 回

归社会后， 能自食其力， 用自己的劳动

给家人带来好的生活， 也为自己曾经的

荒唐而罪恶的行为赎罪。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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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服刑的诈骗犯

记者 王湧 摄

救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