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错失头奖

如今他揽获双色球1125万元大奖
12月6日晚，福彩双色球游

戏进行了第2020123期开奖，当
晚开出一等奖5注，每注基本奖
奖金达1000万元。由于正值双色
球12亿元大派奖活动，每注一等
奖除基本奖金外还有普惠奖或
特别奖派奖，其中普惠奖4注，每
注奖金125万元；特别奖1注，奖
金1000万元！我省青岛彩友蓝先
生(化姓)运气颇佳，以一张10元
5注号码的单式彩票，幸运中得1
注一等奖基本奖与普惠奖，收获
奖金1125万元！

蓝先生说，他是福彩的忠实
彩友，有着15年以上的彩龄，对
福彩的各种游戏都很熟悉。而且
蓝先生的彩运也一直不错，几元
到几百元的奖金都中过，还曾凭
借一张双色球“7+4”复式票，中
出过1注三等奖。谈到选号方法，
蓝先生表示，每期购彩时他既会
根据走势图或凭感觉自选号码，
也会让销售人员帮他机选一张5
注号码的双色球单式彩票。12月
6日，蓝先生就是先自选一注复
式号码后又让销售员机选了5注

单式号码。
开奖结果公布当晚，蓝先生

便得知自己中得了一等奖。“手中
拿着中奖彩票，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在从各个渠道查询了
当期的开奖号码，并反复核对好
几遍后，终于相信了中奖的事
实。”蓝先生说，当把喜讯告知妻
子时，妻子和他的反应一样，并不
相信中得了千万元的大奖。因此，
蓝先生早早来到青岛市福彩中心
办理了大奖登记手续，准备尽早
把奖金领回家，让爱人安心。

办理大奖登记手续的过程
中，蓝先生透露，多年前他有过
一次中得双色球头奖的机会，当
时他守了三组号码，已经买了一
段时间了，但是因为突然出差，
加上那段时期工作特别忙，就漏
买了几期，没想到就是这几期的
双色球开奖中恰恰开出了他守
的号码。虽然蓝先生一度感到遗
憾，但平复好心情后，仍然选择
坚持购彩，给自己的生活添一份
乐趣。

问及奖金安排，蓝先生表

示，会给孩子买套房，为孩子结
婚成家做好准备；而福利彩票，
将作为他一生的爱好，继续坚持
下去。 (刘秀 王晓丽)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步加
大，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越
来越成为全社会关心、关注的重点
人群。为提高失能失智老人家庭的
生活质量，威海市由福彩公益金资
助的“耆老无惑”项目，整合多方力
量，为老人们守护美好记忆。

12月18日下午，由10名北仓
社区志愿者参加的脑力认知社
区互助小组在北仓社区社工站
举行。本次活动主要包括破冰游
戏、练习使用康复握力器、滴胶
工艺制作等环节，重点是让社区
志愿者了解精细化康复训练，学

习居家康复的相关知识。活动结
束之后，志愿者走进“结对”服务
的半失智老人家中，引导老人参
与基础康复训练，帮助老人共同
学习制作滴胶作品。

“高龄老人们平日很难走出
家门活动，”北仓社区的一位老
人家属介绍，“康复活动能够一
定程度上帮助老人提升自身认
知能力和一定的自理能力，不仅
能够降低他们的生活压力，也能
给我们减轻负担。”

据悉，“耆老无惑”项目涵盖
了“老有所医”养生坊、“老有所
乐”康乐园、“老有所得”藏忆轩、

“老有所为”互助巷四方面服务。
项目负责人陈玉鹏介绍：“今年

我们获得了4万元福彩公益金专
项支持，得益于这笔资金，我们
通过邀请专业团队，组织了入户
义诊、免费理发、脑力认知互助
小组等服务，下一步还将陆续开
展文艺演出、摄像记录等活动，
争取能够缓解老人们来自于身
体、精神、生活等多方面压力，也
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每一
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更是一种社会责
任。福彩公益金也在充分发挥作
用，发掘社区内生动力，促进社
区养老互助体系建设，让老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安，力争提高每
一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于明)

关注半失智老人

福彩公益金助力“耆老无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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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中考，各地先别急着加码

在体育中考政策正式推出之前，各地可以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探索，不必急功近利急于一步到位。在相关顶
层设计完成之前急于为体育中考加码，一不留神就会沦为一种自说自话的权力任性，一种“好心办坏事”徒增家
长焦虑的扰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王学钧

近来，中考体育培训市场持
续“高烧”。为了帮孩子提高体育
成绩，不少家长拉着孩子奔向体
育培训机构，花不菲的学费请教
练上各种校外体育课。体育培训
机构的生意也因此火爆起来，运
动场地与项目教练经常呈现出
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这主要跟体育中考加码有
关。今年10月15日，中办、国办印
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
提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范围，改进中考体育

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
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在次日
召开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司长王
登峰进一步明确了体育中考的
方向——— 体育中考要逐年增加
分值，逐步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
的水平。随后，各地教育部门也

“闻风而动”，纷纷表态要在体育
中考方面有所作为。到目前为
止，体育中考不仅已经实现了

“全覆盖”，中考体育占分似乎也
正 迫 不 及 待 地 向 语 数 外 看
齐——— 不少地方对明年中考的
体育分值进行了大幅提升，作为
体育中考改革的急先锋，云南省
已明确宣布将中考体育分数提

至100分。
为体育中考加码，借中考这

个“指挥棒”，更有效地督促学生
们积极投身于体育锻炼，显然是
一项值得肯定的改革举措。这不
仅是在“倒逼”孩子们强身健体
改善体质，更是在帮助孩子们锤
炼品质完善人格。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各地可
以急于求成。一方面，体育中考
的顶层设计还没有完成。体育中
考关乎亿万学子及其家庭的利
益，不可掉以轻心，应在总结既
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一体
化的政策设计。在前不久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
人公开表示，教育部将启动全面

的调研，总结各地推进体育中考
的经验，进一步梳理各地测试方
式、测试内容、计分方式等，尽快
出台关于体育中考改革的专业
性政策，以指导各地更加科学高
效地做好体育中考工作。也就是
说，关于体育中考的顶层设计至
今尚未完成，各地在这方面的努
力总体而言还处于试验状态。在
体育中考政策正式推出之前，各
地可以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探索，
不必急功近利，急于一步到位。
在相关顶层设计完成之前急于
为体育中考加码，一不留神就会
沦为一种自说自话的权力任性，
一种“好心办坏事”徒增家长焦
虑的扰民。另一方面，体育中考

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到位。对许多
学校而言，从体育课程设置到体
育教学评估，从体育师资配备到
体育设施建设，还有不少“历史
欠账”要还。还清这些“历史欠
账”不仅需要货真价实的投入，
而且需要耐心与时间。看不到这
一点，仓促给体育中考加码，不
仅不够务实，而且是一种不负责
任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各地的当务
之急显 然 不 是 给 体 育 中 考 加
码，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好
校园体育的文章，先把诸如开
足开好体育课、学生每天户外
运动一小时之类的既有规定落
地再说。

“两头婚”流行，创新红利的另一面是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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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江浙一带悄然兴
起一种新的婚姻形式——— 两头
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
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小夫
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
保持一定“黏性”，通常各住各
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
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
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

为主。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
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爸爸妈妈
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创新十足的“两头婚”，让不
少网友直呼大开眼界。在该话题
引发全网热议之后，不少江浙群
众迅速出面澄清勘误，强调原报
道“并不完全准确”。比如说，所
谓“小夫妻各住各家”之说，真相
实则是“夫妻双方一起住在男方
家或女方家”，分居是不存在的！
尽管具体的细节表述存有争议，
但是“两头婚”大体还是确有其
事的。此类独特的婚姻形态，极
具革新性、地域性，作为社会自

发实践的重要成果，本身就是极
有价值的观察样本。

众所周知，某地“婚姻”的形
制，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
认知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
头婚”亦是如此。江浙地区民间较
为富裕，不少家庭都只有一个独生
子女。既然“舍不得女儿”又“养得
起孙辈”，女孩一方的原生家庭，在
婚恋市场中就变得很刚。在深度
的、充分的博弈之后，“两头婚”就
成了一个妥协的、均衡的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某些贫困山
区，女子早早出嫁的道理是一样
的——— 婚姻形式，终究是与经济社

会关系相适配的。
当然了，“两头婚”绝不仅仅

是双方家庭经济PK后的产物，更
是个体家庭内部“利益交换”的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让
渡了一部分“自主决策权”，来换
取生活的舒适便利、轻松惬意；
而长辈们则宁愿多花点钱、多出
些劳力，来实现儿女在侧、儿孙
满堂的“天伦之乐”。毋庸讳言，

“两头婚”的一个大概率后果就
是，原生家庭的强势、“小家庭”
的弱势。这与“三口之家”的模
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原生家庭的兴起与“小家庭”

的消亡是相伴相随的。很难说，这
是一件好事或者坏事。毕竟，“两头
婚”作为一个新事物，其长远的影
响，还未得到充分体现，还需要时
间去检验。但唯一确信的是，婚姻
说到底仍是当事人的个体事务，家
族因素、长辈意志过多裹挟其中，
必会增加扰动的变量。

当人们享受了“两头婚”的
创新红利，就必然要承受由此所
衍生的不确定性。之于此，该有
心理预期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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