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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空调的工人师傅把安全绳随意

套在腰上，就翻出窗外站到户外机的台

子上。安全绳另一头由他的同伴随手牵

着。”北京大兴区读者于先生近日来信，

讲述他们家更新空调时发生的一幕。“我

家住在 6楼。要是窗外的人失足坠落，瞬

间冲击力很大。这么系安全绳真是太危

险了！”天气炎热，空调安装维保较多，他

希望大家关注这一问题。

“安全绳通过承受高强度的拉力，防

止作业人员坠落或失足，在现场作业时，

安全绳应高挂低用。这是高处作业，或

者说是高空作业的规范标准。”广州工商

学 院 副 教 授 桑 晓 明 说 ，国 家 标 准 GB/

T3608-2008《高处作业分级》规定：高处

作业，指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或 2 米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属

于特种作业。拆装、维修空调属于其中

的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必须考取

特种作业操作证中的高处作业证，方可

上岗。该证由应急管理部门颁发，每 3年

复审一次，每 6年需要换证。

然而，空调拆装、维修工人不符合作

业规范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网友反映，

“之前装空调的来我家，安全绳是佩戴

了，把另一头给我，说‘你拿着’……”另

一名网友则表示，修空调的师傅将安全

绳的另一端拴在体重 90 多斤的她的腰

间，令其全程紧张不已。

近年来，高处作业时因安全防护不

当失足坠落的事故时有发生，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确有工人无证上岗。5

月中旬，来自辽宁的王师傅正在北京帮

一家企业修空调。他告诉记者，身边不

少人没有高处作业证。一般情况下，空

调安装公司都要求工人有作业证。但不

少拆装工人是零工人员，非公司雇员，修

空调、旧机回收时拆空调都没有证。他

们也知道高处作业的危险，“如果是楼层

高，就两个人一起去，一个人负责拉绳。”

王师傅表示，有人只想着挣钱，不想花时

间考证；还有人是觉得自己考不过。

另一方面，高处作业证造假现象仍

然存在。记者近日在网上搜索“高处作

业证”，网页推荐一个名为浙江宁波某教

育咨询公司的“金牌”商家。该公司客服

人员告诉记者，只需交 650 元“团报费”，

提供报名材料，不用学习、不用到场考

试，甚至不需要识字，“其他的你不要管，

交给我们去弄”，就可以拿到全国通用的

高处作业证。同样，在某电商平台也有

推销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店铺，产品评论

区有买家留言，“扫码可以查出来……也

通过了检查，靠谱”。

不用参加培训和考试，就能拿到可在

线验真伪的特种作业操作证？5月 29日，

应急管理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市

去年查办了一起特大伪造操作证案件，涉

及包括高处作业在内的 1.9万余张特种作

业操作证造假，而犯罪分子除了制售假

证，甚至还伪造了一个“官方”查证网站。

贵州兴义市读者贺成分析认为，一

方面，部分企业和工地管理人员安全意

识不强，对于证件真伪查验力度不足，加

之有时工地上急于用工，并未仔细查验

证件真伪；另一方面，有的假网站和真的

官 网 很 相 似 ，也 给 查 验 证 件 带 来 了 困

难。甚至，特种作业属于“熟人”行业，亲

朋好友相互介绍较多，“认脸”胜过“认

证”，上工时容易蒙混过关，导致假操作

证顺利通过查验。

应急管理部安全执法和工贸监管局

局长杨智慧在发布会上表示，这起特大

伪造操作证案表明，假证滋生的土壤依

然存在，非法造假时有“冒头”，打击治理

假证问题仍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长期

的任务。应急管理部将始终保持“亮剑”

精神，严格监管，坚决斩断黑色产业链。

由于到居民家中拆装、维修空调地

点分散，还有用户通过平台甚至小广告

直接联系工人师傅上门，检查监管覆盖

难。尤其在空调使用旺季，更容易因为

售后服务供不应求忽视安全。读者认

为，安全不是儿戏，已经有不少血的教

训。事关生命安全，都应得到全社会的

高度关注。 据《人民日报》

高空拆装空调 严防无证上岗
□ 孙立极 朱泉润

视频里甜言蜜语的“妹妹”，竟是骗

子？实体店接的大额订单，可能涉及洗

钱？机票改签来电，背后是诈骗？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新动

向、新特点。不久前，以“警惕诈骗新手

法，不做电诈工具人”为主题的“全民反诈

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正式启动，通过不断

加强反诈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防

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推广引流活动转到线下，警惕
电诈新动向、新特点

前不久，来自浙江的张女士接到一通

自称“XX 市公安局民警”的来电，称其卷

入了一起诈骗案，该案其余涉诈人员均已

抓捕到案，为配合公安调查，需将银行账

户中的钱款取现，核验是否涉诈。于是，

张女士将银行卡中现金全部取出。几小

时后，一名男子将钱拿走。直到张女士想

询问资金核查进度时，才发现自己上当受

骗，赶忙报案。

“‘不见面’‘不接触’是多数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的显著特征，但在一些地方出现

了一种新型诈骗，嫌疑人冒充‘警方’‘售

后’‘业务员’等，直接与受害人面对面取

钱，迷惑性更大，导致受害人轻信骗局，造

成经济损失。”办案民警介绍。

近年来，面对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电

诈手段，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云剑”“断卡”

“断流”“拔钉”等专项行动，对电信网络诈

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依法严打、紧抓不放。

“引流”是电诈链条的“前端服务”。

受害人先被各类“引流”方式诱导，加入指

定微信群、QQ 群或其他群组，随后电诈分

子对入群人员实施刷单返利和虚假投资

理财诈骗。

近期，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随着

网络监管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涉诈推

广引流活动转到线下进行。不久前，云南

省陆良县的丁某、吴某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一则兼职广告，便按照要求到夜市做“地

摊引流”，向不特定人群发放小礼品并将

其拉进各种聊天群。公安机关接到举报

后，马上将丁某、吴某带回调查，发现背后

隐藏着一个电诈团伙。

“在这类案例中，有的人虽然意识到

‘引流’工作不正常，但抵不住金钱诱惑，

身陷其中。而这些行为实质上都是在帮

助电诈分子从事诈骗活动。根据法律规

定，可能涉嫌帮信罪或诈骗罪。”办案民警

表示。

加强预警劝阻、支付冻结，持续
织密筑牢防护网

一天傍晚，辽宁省本溪市的王女士接

到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电商“客服”，说王

女士购买的物品质量出现问题，厂家要给

她退款。正当王女士按照“客服”要求操

作时，本溪市公安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

件侦查支队的预警电话打了进来：“你可

能接到冒充电商客服的诈骗电话，千万不

要相信……”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会根据系统推

送的劝阻电话，第一时间联系有潜在被骗

风险的群众，提醒告知其接到的是诈骗电

话或登录过涉诈 APP，不要转账，小心骗

局。”本溪市公安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

件侦查支队支队长赵云介绍。

在江苏，有 1600余支专职劝阻队伍守

护着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如果上门劝

阻跟不上，往往就会错失资金预警处置的

最佳时机。”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宿豫分

局珠江路派出所副所长孙远介绍，专职劝

阻警力对资金预警指令承担“首接负责

制”，每支反诈劝阻队都争取用最短时间

完成上门见面、处置、反馈，最大限度把劝

阻警力聚焦到被骗群众身上。

预警劝阻慢一分钟甚至几秒钟，都会

对群众财产安全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

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还体现在快速止付

过程中。

前不久，接到受害人张先生的报案

后，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反诈分中心立

即启动止付机制，联合属地银行对相关账

户进行冻结，成功将张先生的 20万元被骗

钱款冻结在一级账户。“我们通过完善快

速止付机制，在预警、接警、侦查各个环节

同步实行高风险账户临时保护、既遂账户

快速止付、涉案资金追缴返还等措施，最

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上海市公安

局刑侦总队九支队支队长沈安俊介绍，今

年以来，依托前端预警和资金防阻体系，

成功拦阻涉诈转账 7.9 万余笔，直接避免

群众经济损失 17.1亿余元。

近年来，公安机关大力开展预警劝

阻 、支 付 冻 结 ，持 续 织 密 筑 牢 防 护 网 。

2023年以来，国家反诈中心累计推送预警

劝 阻 指 令 4.2 亿 条 ，公 安 机 关 见 面 劝 阻

1477万人次、拨打电话劝阻 3.1亿次、发送

劝阻短信 2.3 亿条，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

骗电话 37 亿次、涉诈短信 29.6 亿条，封堵

涉诈域名网址 1161.9万个，紧急拦截涉案

资金 4529亿元。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提升群众
识诈防诈意识能力

一杯茶水、几块西瓜，炎热夏日的午

后，河南省新郑市公安局龙湖派出所社区

民警马玉璞在辖区支起了“平安茶摊”。

“如果接到陌生电话，记得要打电话

核 实 ；如 果 发 现 被 骗 ，一 定 要 马 上 报 警

……”马玉璞向路过的居民讲解防诈小常

识，大家围坐一团，互相交流防诈妙招。“我

给大家发了警民联系卡，谁遇到可疑情况，

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我。”马玉璞说。

一天晚上，马玉璞接到辖区商户王女

士的电话求助。王女士称，有人以检查店

铺经营是否合规为由，要求她把身份证信

息和验证码发过去。正当她准备输入信

息时，想到了马玉璞平时做的反诈宣传，

立即打电话核实情况。了解情况后，马玉

璞马上确定这是诈骗行为。“我们商户的

身份信息和银行卡是绑在一起的，幸亏马

警官及时阻止，要不然所受损失不堪设

想。”王女士感激地说。

非遗花鼓表演、反诈宣传三句半……

在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宗宅文化礼堂

内，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丰富多彩的反诈

文艺表演轮番上演。6月 25日，义乌市公

安局联合多家单位举行了 2024 年反诈宣

传周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市民可以参与

到各类反诈主题的游戏、活动中，通过互

动体验的方式，深入了解防诈知识。

参与活动的中国银行义乌市分行工

作人员介绍，银行网点内也设置了反诈宣

传展板，让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能够直观

了解到最新的诈骗手法和防范技巧，提醒

大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和资金安全。

启动“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全国

农村地区和中小学校园组织反诈优秀影

片公益展映活动……近期，各地公安机关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同时

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向群众普及反诈知识，

提升群众识诈防诈意识能力。

公安机关加大防范宣传，切断犯罪关键链条，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 人民日报记者 张天培

“一人住院，全家奔波”。老人患病住院

陪护难是困扰很多家庭的难题。为减轻家属

负担、提供更好服务，一些地方的医院开展

“无陪护”病房试点，引发社会关注。

所谓“无陪护”病房，是指由接受专业培

训的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 24 小时不

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实现无家属陪护或陪

而不护。

“无陪护”病房日渐增多，这一模式能否

真正成为“一人生病全家忙”的“药方”？

“无陪护”病房越来越多

天津市民冯女士的母亲年过八旬，因患

多种疾病需要频繁住院治疗。“我工作很忙，

经常出差，不能长期陪在妈妈身边，就让妈妈

住进了‘无陪护’病房。”冯女士说。

“无陪护”病房的出现，让很多像冯女士

这样的双职工家庭终于能“缓口气”。天津医

院护理部主任于卫红介绍，医院的“无陪护”

病房于 2011年开始试行，目前除儿科外其他

科室已全部实现“无陪护”。

浙江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重病室

是介于重症监护室和普通病房之间的“无陪护”

病房，主要收治手术后病情相对较重的患者。

记者看到，重病室有10张病床，3名护理员

24小时轮值，在护士指导下协助照料患者。据

了解，医院十余年前开始实行“无陪护”病房模

式，目前已覆盖肝胆胰外科、骨科等11个科室。

2010年，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制定《医院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工作标准（试

行）》，就提出“不依赖患者家属或家属自聘护

工护理患者”；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中医药局印发的《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行

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医疗机构可按

需聘用数量适宜、培训合格的医疗护理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浙江、福

建、山西、天津、广东等至少十地卫健部门在

相关文件中提到开展“无陪护”病房服务，部

分地市、区县也开始探索这一模式。

如在浙江宁波市，“无陪护”病房在宁波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等多家

医院试行。

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陈兰介

绍，目前厦门市三级公立医院均已着手准备

“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预计到今年底，全

市将有 13家医院的 70个病区开展‘无陪护’

病房试点工作。”

实际效果如何？

“无陪护”病房日益增多，实际效果如何？

一些医护人员注意到，“无陪护”病房有

利于排除外界干扰、保障病人康复。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2017年起开

始探索“无陪护”模式。“过去的病房，家属睡觉时呼噜声比病人都大；有的家

属还会干扰医生问诊，给治疗带来不确定因素。”医院心外二科主任彭华说，

而在“无陪护”病房，病人能更好休息，医护人员也能更专注地开展工作。

护理员工作区域和岗位职责相对固定，专业性更强，有利于更好照

料患者。

浙江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重病室的护理员徐阿姨说，之前

她在医院做护工，可能这周在产科、下周在外科、再下周在内科。固定

在该“无陪护”病房服务后，徐阿姨已五六年未换过岗位，她熟悉病区患

者照料重点，也能很好地配合病区护士。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外二科护理员杨君说，护理员每周

都需接受专业化和规范化培训；与护工相比，职业归属感更高。

天津市一家医院的护理员张阿姨在“无陪护”病房同时照顾 9名患者，

12小时倒一班，主要负责患者的日常护理，帮助其进食、如厕等。“入院前

我们就进行了护理内容培训，进入医院后还会再次培训。”张阿姨说。

此外，此类病房收费一般低于自聘护工，有助于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以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为例，医院按患者病情和自理能力，最

初设定一级护理 150元/天，二级护理 100元/天。副院长陈媛介绍，近两年

医院将一、二级护理费各上调20元/天，逐步实现收支平衡。天津医院配备

护理员和患者比例一般为1:5至1:8不等，收费标准为30至150元/天。

浙江省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葛俐俐介绍，患者自聘护工一般是

一对一服务，市场平均价格为 200至 250元一天。“‘无陪护’病房的医疗

护理员收费低于自聘护工。”葛俐俐说。

但也有患者家属对“无陪护”病房持观望态度。“我有三个女儿、一

个儿子，生病住院还要请护理员？让亲戚们听到，可能会说孩子不孝

顺。”今年 81 岁的顾阿姨直言。像她这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难以接受

“无陪护”的老人不在少数。

顾阿姨的另一担忧是费用。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一天一百多元

的护理费，也是不小的花销。

“日常照护时家属不在现场，万一病人摔倒或是遇到突发事件，可

能牵扯到责任和赔偿问题。”杭州市民许晓洁对可能产生的医疗纠纷有

些顾虑。

对此，《浙江省医院陪护服务合同（示范文本）》通过明确护理员的

服务内容、免责条款等保护多方合法权益，降低风险。

从试点到推广还要走几步？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王焱表示，在国外不少医院，家属

陪护的情况并不常见，病人住院期间的生活照护需求由专业人员承担，

家属只需按规定时间探视。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无陪护”病房的需求将

与日俱增。然而，这一模式进一步推广仍存难点。

首先，接受规范化培训的护理员相对不足。以厦门为例，护理员的规范

化培训工作始于2021年，市场上参与过培训的护理员仅1200余人，如果所

有医院同时推进“无陪护”病房，符合条件的护理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其次，护理员招聘难，水平不一。目前“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员年龄

大多为“4050”人群，护理能力和理念尚需进一步提升。

陈媛说，公立医院无法给予“高薪”待遇，造成部分资深护理员外

流。一些医院用心用力培训的护理员，因看到“育儿嫂”等工作工资高

而转行，医院很难有挽留的办法。

多名试点医院负责人提议，将试点医院作为护理员培训基地，从制

度设计、临床实训、人员管理等角度进行综合性和规范化人才队伍培

训，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护理人才“拆东墙、补西墙”的尴尬。

于卫红建议，第三方服务机构和职业技术学校可加强对护理员等

需求量大职业人员的培养力度，设置更为精细、可行的培养方案，为社

会需求奠定人才基础。

受访专家认为，要逐步构建制度体系，将护理员工作内容规范化、

标准化，进一步明确医院的监管职责，对不同水平的护理员设置梯次工

资标准，提升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职业素养。

对于增加的护理员开支，医保和财政补贴能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

的接受度。浙江省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副科长汪学丽表示，需完

善多部门协同机制，适当增加政府资金支持，以缓解因护理人员成本增

加带来的医疗机构运营负担。

（记者 黄筱 白佳丽 颜之宏 张建新）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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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期，浙江杭州宋城景区推

出“冰雪泼水狂欢”主题活动，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体验。

图①为 7月 5日，小朋友在杭州宋

城景区体验水上游乐项目。

图②为 7月 5日，游客在杭州宋城

景区观看巡回表演。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