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2025.4.2 星期三
责编：沈路莎 美编：陈恩武A12

“网约护士”推广还需迈过几道关？
“有订单来了！”接到提示

信息，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护士陈丹、付琴随即
出发，赶往 4公里外的小区，
为骨折恢复中的72岁张奶奶
更换尿管排尿。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近年来，手机预约、上门服
务的“网约护士”在多地出
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加深、多样化健康需求增
加，居家护理服务成为失能、
半失能老人和行动不便患者
的刚需。如何让“互联网+护
理服务”能够“叫好又叫座”？

直播间里的骗子可能盯上你家老人
直播间里，主播一口一

个“爷爷奶奶”，比亲孙子
孙女喊得还卖力；随后诱导
哄骗老人注册会员、缴纳保
证金……一场直播没结束，
老人的养老钱就转到了不
法分子的账户里。

近年来，诈骗套路不断
翻新，让人防不胜防。云南
临沧边境管理支队糯良边
境派出所日前就侦破了一
起以老人为目标的直播诈
骗案。

扮“孝孙”专骗老人养老钱
2025 年 3 月 10 日，成都游客

张奶奶来到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
县千米国画长廊景区游览。张奶
奶没想到，她在糯良边境派出所班
鸽警务室门口歇脚时的一个小举
动，让警方顺藤摸瓜破获了一起诈
骗案。

“爷爷奶奶，请把‘回家了’打
在公屏上……”张奶奶顺手点开的
直播间，引起了一旁警务室民警邓
云川的注意。

原来，张奶奶打算出售家里的
一些古董藏品，正好在某直播间刷
到声称可以高价收购相关物件的
主播“张总”。随后，有自称“张总”
助理的人加了张奶奶在直播间留
下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出高价上
门收购，但要她完成注册会员、缴
纳保证金等操作，并承诺点击链接
进入直播间可领丰厚奖金。不明
真相的张奶奶就此走进不法分子
精心布置的骗局。

“他们说什么充值打赏，要我
刷礼物，第一次点了100，第二次又
点100……”张奶奶说，她在直播间
前后共投入了4000多元。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邓云
川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收藏品回
收”骗局。民警立刻告知张奶奶其
中的利害，帮助她完成部分止付工

作。随后，警方与该直播间平台取
得联系，将“张总”的直播间封禁，
并对“张总”助理发送的链接进行
屏蔽处理。

该案涉及的违法犯罪问题，目
前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网络直播背后的“局中局”
近年来，随着老人上网“冲浪”

愈加普及，各类网络直播“坑老”骗
局也层出不穷。办案民警表示，这
些案件看似不同，套路却有迹可循。

套路一：设立高级人设骗取信
任。

邓云川介绍，在本案中，主播
“张总”先利用“亲情攻势”拉近与
观众的距离，再频频展示自己与社
会名流的合照打造“高级”人设。
但经过鉴定，这些“合照”都是通过
电脑合成的假照片。

“看直播的老人会认为‘事业
做这么大的老总不可能骗我’，随
后一步步落入圈套。”邓云川说。

套路二：“高回报”诱导谋取非
法利益。

以“高回报”诱导他人来谋取
非法利益，是此类骗局的惯用伎
俩。

办案民警介绍，除了本案中张
奶奶遇到的“高价回收古董”骗局，
有些主播还会通过剧本演绎或“一
夜暴富”等话术引诱老人入局，以

捡漏、升值等噱头，诱导老人购买
假古董玉石等名不副实的商品。

套路三：中奖“小惠”变“大
坑”。

电视时代的“幸运抽奖”骗局，
近年来也“改头换面”在网络直播
间蔓延。

办案民警介绍，糯良边境派出
所不久前破获了一起诈骗案，受害
人王阿姨在看直播时收到私信，称
其抽中直播间幸运“福袋”。王阿
姨提供联系方式后，收到了“奖品”
抽纸；不久后她再次“中奖”，又收
到了小礼品。但在她第 3 次“中
奖”时，“工作人员”引导其注册某
领奖平台套取个人信息和验证码，
最后损失1.6万元。

老人上网如何“避坑”？
办案民警表示，一些不法分子

利用老人对互联网新技术不熟悉
构筑起“信息茧房”，在直播间与老
人套近乎、打感情牌“下套”。

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高压严
打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加强对老年
人等弱势群体的制度保护。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诈骗
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人的财物的，可酌情从严惩处。

在平台责任方面，《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义务，比
如对监测识别的涉诈异常账号应当
重新核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
限制功能、暂停服务等处置措施；加
强对分发平台以外途径下载传播的
涉诈应用程序重点监测、及时处置
等。

一旦老人遭遇直播间骗局，要
怎么维权？

民警表示，受害人应第一时间
向公安机关报案，越早报案挽回财
产损失的概率就越大。报案时，应
提供尽可能详细的证据和信息，包
括诈骗者的相关信息、诈骗方式、
诈骗金额等。

“许多案例中，老人被骗的根
源是他们的情感需求被忽视。我
们要多关注家中老人的精神生活，
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社交关系。”办
案民警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破解直
播间“坑老”骗局，既需要依靠刚性
的打击治理，也需要柔性的情感支
持。一方面，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空
间、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相关法律
法规，让老人安心上网；另一方面，
子女要常回家看看、多关心父母，
让老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心灵依
托。温情相伴，才是老人最好的反
诈良方。

据新华社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护士正在提供上门护
理服务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浙江省宁波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
护士长陈旦整理上门护理需要的物资

“一键上门”暖心护理
解决患者“急难愁盼”

下午5点，浙江省宁波市中医
院治未病中心护士长陈旦的手机
响了。“浙里护理”平台信息显示，
有位刚坐月子的张女士下单了中
医手法通乳服务，需要护士上门。
陈旦马上通过电话详细了解对方
情况，带上所需物资赶了过去。

护理结束后，陈旦还对产后哺
乳等注意事项进行了指导。“谢谢
陈护士，我现在好多了。”张女士感
激地说，自己是第一次下单“网约
护士”服务，觉得方便又贴心。

2019年，国家卫健委率先在北
京、上海等6省市开展“互联网+护
理服务”试点工作。此后，试点范
围逐步扩大。截至2024年5月，全
国共有 3000余个医疗机构开展 7
类60余个网约护理项目。

记者了解到，当前“网约护士”
的运营模式不一，有的是医院自己

运营，通过医院官方小程序预约；有
的依托地方政府已有的智慧政务或
智慧医疗系统；还有的是医院与第
三方平台合作，或第三方平台独立
运营，统一在第三方平台预约。

湖南目前有1万多名“网约护
士”。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肖亚洲
告诉记者，医院培养了 200 多名

“网约护士”，能开展管道护理、家
庭呼吸照护、压疮护理、癌痛管理
等37项居家上门护理服务，已累计
服务1.65万人次。

“上门服务微信群有近百名工
作5年以上的护士，医院小程序会
智能匹配位置，方便大家利用休息
时间就近‘接单’。”四川省妇幼保
健院护士刘庆兰说。

京东健康推出的“护士到家”
目前提供40多项护理服务。据介
绍，平台上的“网约护士”均为高年
资护士，大部分具有三甲医院工作
经历。“换药、打针、采血等项目占
整体需求的50%以上。”京东“护士
到家”相关业务负责人说。

“网约护士”推广尚面
临诸多因素制约

省去了往返医院的麻烦，规避
了交叉感染的风险，“网约护士”近
年来越来越受欢迎。在宁波市，
2024年上门护理服务9.4万人次，
同比增长80%，护理咨询同比增长
53%。

记者调查发现，面对潜在的巨
大社会需求，“网约护士”推广还存
在一些现实困难。

收费缺乏标准。现在，“网约
护士”收费多为医院或平台根据当
地情况自主确定。记者在多个“网
约护士”小程序及App上看到，多
项服务收费标准不统一，同一项打
针服务费用相差几十元至上百元。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规划与数
字化发展处处长朱春伦说，与院内
护理相比，上门护理除了需要收取
正常的医疗服务费外，还需要收取
来回交通费、上门服务费等费用。

“对于长期卧床并需要经常护理的
患者家庭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
负担。”朱春伦说。

存在医疗纠纷等隐患。采访
中，有护士担心，患者家庭不具备
相关硬件条件，上门护理操作不
易，容易产生医患纠纷。“如果患者
对服务不认可，找到医院投诉，现
场又没有监控，我们如何安心工
作？”一名护士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院外实施医
疗行为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特别是
出现紧急情况时，患者家中不具备
应急抢救条件。

据了解，由于担心针刺等侵入
性项目造成药物不良反应，当前

“网约护士”上门护理的项目大多
比较“保守”，以非侵入性为主。

部分护士群体负担较重。记
者了解到，多地的“网约护士”大
多利用业余时间上门服务，部分大
医院的护士医疗负担较重，积极性
不高。

“医院的绩效对上门服务没有
明显倾斜，接一单就几十块钱，每
天在医院从早忙到晚，回到家有时
候都晚上10点多了，实在没时间再
去接单。”一名三甲医院护士坦言。

也有患者家属抱怨说：“一单
转手了三个护士，最后接手的护士
也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到达。”

多点发力推动“叫好又
叫座”

我国目前有约3500万失能老
年人，占全体老年人的11.6%。据
测算，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5800万左右。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推广“互
联网+护理服务”，既有助于满足失
能、半失能老人和行动不便患者的
需求，也有助于适度分流医院就诊
患者，缓解就医难题。

护士数量是否足够，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服务质量好不好。针对
“网约护士”人手短缺问题，多位
专家建议将上门护理纳入医养结
合工作，促进养中有医；医疗机构
的专业护士与养老机构的护理人
员联动，形成高效协作的上门服务
团队。

收费如何更合理？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副院长李学军建议，有
关部门进一步明确“网约护士”的收
费标准，探索将上门护理服务费用
纳入医保，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

记者了解到，2024年，宁波市
海曙区创新推出“专曙护理”消费
券，每张消费券面额 100 元，单笔
订单满100元可直接抵扣；全年共
发放消费券1万张，区域内“网约护
士”日均订单量从50单上升至 70
单。“建议有条件的城市探索发放
护理专项消费券，统一收费标准与
规则，促进‘网约护士’的推广。”朱
春伦说。

“当前服务推广的一大瓶颈在
于护理人员的责任边界尚未厘
清。”四川一家三甲医院护理部负
责人认为，可通过购买第三方责任
险等方式，维护服务提供者与患者
的权益。

给上门护士配备卫星定位装
置、设置一键报警功能、全程录音
录像……受访人士建议，可采取这
些技术手段提升安全性，并进一步
完善服务流程，确保提前沟通到
位，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记者了解到，多地医院正在探
索加强“互联网+护理服务”质量安
全管理规范。湖南省人民医院互联
网医院负责人刘姣介绍，医院的“网
约护士”服务结束后，由项目后台、
患者及家属、平台护士三方对服务
进行评价，确保服务质量安全。

多位专家认为，多点协同发力
之下，“网约护士”会更便利、更规
范，真正实现“叫好又叫座”。

据新华社

张奶奶向办案民警展示手机上的链
接点击提醒

云南临沧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