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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15 日，铁路部门开始发售
中秋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天即
29日车票，当日售票量达2287.7
万张，其中铁路 12306 网站（含
客户端）售票量达到 2095万张，
均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

抢票热潮再次开启，中秋国
庆出行需要多拼？除了在铁路官
方渠道购票，第三方平台、代抢

“黄牛”纷纷出动，吸引苦于求票
的人们尝试购票。

第三方平台助力抢票

这个中秋国庆小长假，各第
三方平台纷纷推出抢票攻略。

与铁路部门官方售票渠道
不同的是，第三方平台可以同时
备选多个日期、车次、坐席，预约
抢票，开售自动抢。还有平台会
标注抢票成功率，一般来说，备
选越多成功率越高。

此外，许多第三方平台推出
抢票加速服务。例如，某平台实
行阶梯服务及价位，速度从快
速、高速、极速、光速到 VIP，分
别提供5个—40个“助力包”，网
速为200m/s—500m/s，价格从10
元—80 元不等，平台会赠送助
力包，也可通过邀请好友获取。

该平台还推出专人抢票功能，使
用该功能可以 24小时不间断、
通过更多渠道抢票，提高抢票成
功率，价格为 30元。此外，抢靠
窗、过道的位置需另外加价。

关于加速服务，记者致电某
第三方平台客服，该客服解释
道，购买加速服务可以增加刷票
频率，也就是说比普通抢票的频
率更高一些，“举例来说，正常情
况下一秒刷 10次，购买加速服
务可能会刷50次。”

该客服提到，还可以通过开
启“双通道抢票”提高抢票成功
率。开启该功能后，系统在监控
他人改签、退票产生的余票的同
时，自动排队登记候补购票信
息，“也就是将候补信息提交到
12306那边”。

在这个小长假的抢票关键
期，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网友表
示，很容易就抢到了票，也有网
友表示，又是购买加速包，又是
购买专人抢票，但依然没有抢到
票。急于抢回家高铁票的李女士
就向记者提到，自己提前一天在
某平台购买了加速服务并支付
票款，第二天开售时还是没有抢
到票。

此时，一些苦于求票的网友

打开交易平台，转而求助代抢
“黄牛”。

代抢“黄牛”的生意来了

“黄牛”的生意做到高铁票
上来了？打开某二手交易平台，
一些火车票、高铁票、飞机票代
抢服务在近期纷纷上线。

记者联系到一位提供代抢
服务的卖家，该卖家开价 120元
代抢费。该卖家提到，自己在
12306上用“脚本”刷票，提前定
时抢票，抢票成功的概率很高，
保证 90%以上的成功率。“我好
多客户都在平台买了VIP，用加

速包抢票，但最后连候补都没买
上。”

另一位卖家也是用同样的
方式代抢，不用人工手动抢票，
而是通过“机跑”抢票，成功率大
约在 80%—90%。该卖家提到，

“我们在 12306 上抢票，需要上
客户的号，下单成功后联系客户
付款”。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演唱会门票要找“黄牛”就算了，
怎么高铁票也要找“黄牛”？动辄
几十上百元的代抢费让一些网
友产生排斥感，更关键的是，这
种事事都要抢的氛围，让网友们
大呼疲惫。

铁路部门：
建议通过官方渠道购票

日前，中国铁路发文解读中
秋国庆假期出行相关问题，并提
醒广大旅客，铁路 12306从未授
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
第三方平台在旅客购票过程中
会保留用户信息，不仅有附加
费、捆绑销售服务等“陷阱”，还
可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请
广大旅客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
渠道购票，认准 12306官方网站
和“铁路12306”官方APP。

为应对售票高峰期间的超
大访问量，12306技术团队采取
有针对性的准备措施，在公有云
应用、网络带宽扩容、防范恶意
抢票等方面重点发力，确保售票
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中 国 铁 路 还 提 到 ，铁 路
12306候补购票功能运行稳定，
候补兑现成功率达到75%以上，
旅客通过提报多个“日期、车次、
席别”组合的候补订单，延长候
补兑现时间，可增加候补成功
率。

据中国新闻网

“黄牛”的生意做到高铁票上来了

收费上百元，“代抢”靠谱吗

“仅仅是让她找人帮我看一
下电视为什么没有信号，就对我
大喊大叫”“剪指甲把我的肉也
一起剪下来”……

今年6月，居住在上海的94
岁老人卢德麟实名控诉保姆蒋
某某虐待自己一事引起关注。在
一则视频中，她自述退休后因脊
髓炎瘫痪在床，“老伴也是 94
岁，双眼失明，行动不便”。儿子
和媳妇平时在国外工作，请来保
姆照顾其和老伴生活。但疫情期
间，他们的生活“只能听从保姆
的指使”。

卢德麟的儿媳沈洁在一次
与婆婆的视频通话中，发现了不
对劲。她告诉记者，之后她在家
里多个隐蔽处安装了监控，看到
婆婆每天被保姆三次大骂。卢德
麟后来说，这是她永远抹不掉的
阴影。

近日，记者从沈洁处获悉，
警方已就卢德麟被虐待案立案。
但双方的争论，还有卢德麟和其
老伴银行账户中“消失”的 250
万元。

94岁老人实名控诉

今年2月，沈洁时隔3年多，
回到上海黄浦区的公婆家中，眼
前的一切却令她震惊。打开房
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像老旧公
共厕所里的味道，卫生条件之差
还体现在很多方面，菜板长毛，
被褥生虫，这和她在手机视频中
了解的并不一样。

沈洁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
已经在国外生活了 32年。疫情
前，她和丈夫两人每年大概有近
一百天回国陪伴老人。多年来，
也会找钟点工保姆照顾公婆的
生活起居。

公婆现在使用的保姆蒋某
某原是在家工作了多年的钟点

工，3 年前，卢德麟夫妻身体变
差、难以自理，又碰上疫情，蒋某
某变为住家保姆，月薪1.2万元，
并且同意其仍在外面兼职多份
钟点工。

疫情期间，沈洁和丈夫曾多

次想回家看看，均未果。有一次，
是一张由卢德麟手写的纸条送
到了沈洁正在隔离的酒店里，内
容是居委会不希望沈洁回来。但
后来，她从卢德麟处获悉，纸条
是保姆逼其写的。

事实上，疫情期间，两位老
人均未与儿子儿媳表达过这一
生活上的困境。尽管每天他们之
间都会通话或视频，但也是聊一
些家长里短。

在一次视频通话中，沈洁偶
然察觉到婆婆流露出的惊恐的神
情，结合之前家中多次不正常的
表现，“我就觉得肯定出事了，一
定要回去看看”，她向记者表示。

趁着蒋某某外出兼职钟点
工的工夫，沈洁和丈夫回到了家
中。不料，他们在卢德麟的身上
发现了大量伤痕，老人脚趾的肉
被剪破后，也没有得到妥善的处
理。

随后，他们去银行查了老人

账户的流水，结果发现卢德麟和
老伴的 200万元存款被转走，打
进了蒋某某的银行卡上。

“当时蒋某某称钱是公公沈
某某自愿赠予的，她还承诺会把
钱还上。”沈洁说。即使自己和丈

夫已经回家，两位老人仍然没有
吐露保姆如何虐待自己。

随后，沈洁在家中多处悄悄
装上了监控。“都是很隐蔽的地
方，除卫生间没有，每个屋子里基
本都有的，而且都是可以看得到
听得到的，连轮椅上也安装了。”

在随后的监控画面中，沈洁
发现，蒋某某在家的时间其实并
不多，早中晚三次到家，到家后
就是对婆婆一顿大骂，几乎每天
如此。

区别对待？

今年 6月，在完成一系列的
取证工作之后，卢德麟在网上发
起求助。其中既有其个人的自
述，也附上了一些监控的画面。

沈洁对记者表示，此前老人
不愿意倾诉，是因为同自己和丈
夫视频通话时，蒋某某都在身
旁。

记者了解到，在家中做保
姆，蒋某某对两位老人的态度截
然不同。“她把老太太的脚趾头
剪成那个样子，她带老爷子就上
我们家对面那个修脚店铺去修，
一个月能修一次到两次。”。

在沈洁看来，受到保姆区别
对待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老爷子
在家中掌管财政大权。沈洁了解
到，蒋某某曾对公公表示，“你找
不到别的保姆了，没有我不行
的。你的命比钱重要，命是拿钱
买不到的”。

“我公公视力比较差，几乎
看不到，所以去银行取钱一直都
是由蒋某某陪同，甚至把银行账
户密码都交给了蒋某某。”

沈洁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
发现，公婆的200万元存款被转到
了蒋某某户头上。即便双方闹翻，
公公起初也不相信钱被转走了。

自愿还是被胁迫？

退休前，卢德麟是一名小学
教师，丈夫沈某某则是一名医
生。据沈洁介绍，目前，卢德麟夫
妇均居住在杭州的亲戚家中，由
她和丈夫一起照顾。

卢德麟代理律师周兆成向
记者介绍，警方立案的罪名是保
姆蒋某某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
人罪，“警方刑事立案，说明保姆
蒋某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

目前，除了希望追究蒋某某
的刑事责任外，沈洁称，他们最
关心的是老人银行账户被转移
的 250万元能否要回来。这是家
中另一套房子的部分拆迁款。

一名自称知情人士的网友
则驳斥了沈洁夫妇的说法。该网
友称，保姆为沈家提供了十多年
家政服务，其间儿子儿媳妇不曾
回国照看过老人……老人出于

感激，将自己名下的部分资金赠
给保姆。现在老人年事已高，儿
子儿媳就回国将老人的房产变
卖，威胁保姆退还赠送的资金，
殴打并赶走保姆。

该网友还发布了沈某某手
写的委托书和证明：2022年9月
1日证明自愿赠送100万元补助
金为蒋某某养老金，同日还有一
张委托书称，百年以后现在的住
处由蒋某某居住。2023年 3月 9
日声明给蒋某某 200 万元的退
休金“让她可以安度晚年”。值得
注意的是，最后一份声明上还有
卢德麟及其儿子的“签字”，但未
有手印和盖章。

沈洁称，之所以经济纠纷未
予立案，也是因为保姆拿出“赠
予协议”，警方无法立案，建议走
司法程序。

据沈洁介绍，对于转走的
200万元，最初保姆声称 100万
元是自己的养老金，另外 100万
元则是自己的奖金。后来，他们
发现账户中还少了 50万元，系
被分次以现金形式取出。

发现转账的事情后，沈洁和
丈夫找保姆对峙，想解除劳务关
系，但保姆以跳楼威胁，称 100
多万元在老家买了房子，另外
100多万元可以退还，但需要时
间。沈洁和丈夫还注意到，两位
老人医保卡里的钱也刷没了。

对于协议中提到的养老金
等，沈洁认为，即便认定公公沈
某某实施了该赠予行为，也并未
征得婆婆卢德麟的同意。

“我和老伴坚决要求追究蒋
某某的刑事责任……在我不知
情的情况下控制我的老伴逼着
写字据就变成了民事纠纷，我希
望公安部门能够认真调查此事，
她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雇佣关
系。”卢德麟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

他们的生活“只能听从保姆的指使”

94岁老人“消失”的250万元

卢德麟卢德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