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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
母亲请求原谅孩子无知

这么一算，被涛涛花的钱，大致追
回 2/3了，剩下的钱不是充了网费就是
流入了其他公司的游戏平台，一一去
求，赖女士相信各方都会理解并施以援
手，可眼下更担心时间长了，钱追慢了，
孩子治病受影响。

在记者的采访中，赖女士一直在深
深地自责，说自己没有看管好孩子。可
是看着治疗中的涛涛，她又心软了，病
床上没有人能够交流，没有事可做，游
戏打发着孩子的大部分时间。赖女士
说，这件事之所以过了这么久才发觉，
是因为孩子治疗白血病的费用非常高，
每天银行卡账户变动的短信很多，有进
有出，她又忙着照顾涛涛的吃住，就这
么忽略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社
会各界能给无知的孩子一次机会。”

专家
网络游戏
以实行分级制为好

业内专家表示，造成未成年人过度
沉迷手机游戏、网络游戏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我国没有实行游戏分级制度，缺少
相关法律依据或行业规范。游戏不仅
要对内容进行审查，也应当对沉迷性进
行审查。根据沉迷性对游戏进行分级
管理，严格执行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将其
杜绝。目前的手机游戏不可能像在网吧
上网通过实名制进行约束，只要有手机
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游戏和消费。如果法
律或者行业内有类似身份确认等游戏准
入的规定，游戏服务提供商再放任未成
年人沉迷和消费，就应当为此承担责任，
市场监管也该及时祭出罚单。

手记
每个沉迷游戏孩子的身后
都有一个心碎的家庭

近年来，很多游戏平台为了保护未
成年人，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防沉迷
系统、身份认证等。

但是，年幼的孩子一旦拿起成年人
的手机，似乎所有的办法都难以奏效。
记者在请教教育专家时，专家们认为，
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孩子，性格上有
一些共同点：自控能力差、社交能力不
强、孤僻、在学习和生活中得到的鼓励
很少……网络游戏正好可以弥补他们
在成就感和情感上的缺失。他们在网
络世界中很容易获得成就感。比如，玩
游戏达到一定的级别时，会获得一些奖
励，游戏币、装备或身份、头衔等。

在无法给游戏本身再加把锁的时
候，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为了保护好
孩子，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对于
常玩手游的孩子，要和他们讲什么叫充
值。涛涛的游戏段位从青铜直奔黄金，
在获得短暂快乐时，他根本想象不到，
手机就像一个忘关的水龙头，流失了自
己活下去的希望和母亲心碎的眼泪。
据北京晚报

10岁白血病男孩陆续转空母亲的微信账户

孩子玩游戏 花掉15万救命钱

孩子抱着手机玩
游戏并不稀奇，但花光
了自己的救命钱就很
让人生气了。刚刚 10
岁的涛涛患有白血病，
母亲带着他到北京求
医，可是从去年到现
在，涛涛竟然在游戏上
花了 15 万元，而这是
他的救命钱。

涛涛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农村家庭，父
母打工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去年 2月 6
日，涛涛发起了高烧，这把母亲赖东红急
坏了。赖女士带着涛涛去了当地医院诊
疗，孩子被发现EB病毒超标，免疫系统出
了问题，住院治疗一个星期，烧终于退
了。可回家两天，涛涛的体温又上来了，
接着再住院，来回折腾两个月，每次都是
孩子一回家病情就立刻复发。这让赖女
士觉得，儿子怕是得了什么大病。

在广州市儿童医院，赖女士第一次听
到慢性活动性 EB病毒感染这个词，更是
第一次听说造血干细胞移植，她不知道这
些从没听过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在医生
建议下，去年5月，赖女士带着涛涛来北京
求医，先后到了儿童医院、北京军区总院，
涛涛最终被确诊为白血病，这 3个字几乎
压垮了一家人。

从发病到现在，涛涛的治疗费用已
经花去了 50多万元，这些钱不是跟亲戚

借的，就是各方公益组织筹集来的。可
上周二一早，赖女士又到医院办理相关
手续，她盘算着卡上应该还剩下 3万多
块钱，可是一查竟然只有 9000多了。钱
去哪了？赖女士一下子蒙了。冷静下来
后，她赶紧到附近邮局打印流水清单，她
一眼便发现，光今年一月，账户上就有五
六次莫名的转账，每笔都是 8000块。“谁
动了孩子的救命钱？！”赖女士大脑一片
空白。

无助的赖女士报了警，民警认真负责
的态度让她特别感动。民警带着她跑银
行、去邮局，各方面听说她的难处后，不管
是否在职责范围内，大家都跟着一起着
急，一起想办法，终于这几笔莫名被转走
的 8000元找到了出处，这些钱是通过微
信，转给了一个叫“王者荣耀”的人。听到
这4个字，赖女士彻底惊呆了。原来，这个
叫“王者荣耀”的人并非盗刷银行卡的罪
犯，而是病榻上的涛涛本人。

昨天，记者来到了南新仓胡同，赖女

士和涛涛暂时租住在这里。大约 10平方
米的小屋里，母子俩窝在一张小床上。按
理说，涛涛现在免疫力低下，不应该与外
界接触，可院外治疗能够节省费用，保护
着涛涛的只有一层薄薄的口罩。

“涛涛，你知道我手上这张钱和游戏里
的钱不是一回事吗？”涛涛摇了摇头，一双
大眼睛里满是无助和惊恐。涛涛看见过母
亲用微信转账，他却不知道这个过程叫“转
钱”。在他的意识里，还没有把钱和手机屏
幕上的数字联系在一起。半知半解地学会

了转钱的操作，涛涛把钱转到了自己的手
机上，用于平日游戏的充值。记者查看了
赖女士提供的流水清单，以及涛涛手机上
的消费记录。原来从去年开始，“转账充
值”就已经发生了，十几万元陆续转进了涛
涛的微信，然后又以游戏充值的方式，充到
了很多手游上，涉及腾讯、九游等多个公司
的游戏平台。病房里没有WiFi，涛涛玩游
戏全靠流量，还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网
费。种种要花钱的地方，涛涛根本不知道
点击一个“确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弄清原委后，赖女士向腾讯求助，腾
讯第一时间了解了涛涛的情况并迅速行
动，查清了涛涛账号下的充值消费记录。
昨晚，赖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声音很激
动，她说非常感激腾讯能理解她家的情
况。“腾讯查到涛涛一共花了 5万多元，说
钱可以退回来，真是太感谢了！”

除了给游戏充值，年幼的涛涛还在网

络上遇到了各色人等。前段时间，有人在
QQ上联系涛涛，说能帮他“刷段位”，涛涛
挺高兴，就这么把QQ号交给对方了。对
方拿了QQ账号，第一件事当然是改密码，
涛涛想把账号要回去，对方开出了高昂的
“赎金”。

让对方没想到的是，涛涛居然要一万
就给一万。就这么着，对方陆续要了 4万

多块钱，涛涛都用微信给转过去了，最终
QQ账号还是没要回来。

最近，赖女士在追查账目时，通过涛
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了这个问题。她
苦口婆心地说明情况，得知这是一个 10
岁孩子的救命钱后，对方终于心软了，将
4万多块钱加上涛涛的QQ账号一并还了
回来。

无知 年幼孩童遇到各色人等

真相 原是孩子玩游戏花了钱

意外 救命账户突然少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