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打工人领走大乐透756万元大奖
购房提上日程

近日，菏泽大乐透756万大奖现身
体彩中心，领取了奖金。幸运中奖小
伙D先生也为大家揭开了中奖背后的
故事。

2020年12月5日体彩大乐透第
20123期开奖，菏泽再获1注756万元一
等奖。数据显示，这注一等奖出自东
明县3726026640体彩投注站，据悉，
这已是2020年菏泽中出的大乐透第6注
一等奖。一时间菏泽再次中出大乐透
头奖的消息不胫而走，并迅速刷爆了
众多菏泽人的朋友圈，也成为了大众
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话题。

据了解，幸运大奖得主小D(化
姓)来自菏泽东明县，由于刚毕业不
久，刚接触彩票不久，还是前段时间
听说东明县中出1注体彩大乐透1000多
万元大奖，出于好奇他就到中出站点
购买了1注大乐透彩票，很幸运当期中
了5元，此后隔三差五就会去买上1

注。他平时投入也不多，每期也就买
个1注、2注。当问到投注彩票有什么
秘诀时，小D笑道：“我刚接触彩
票，对投注方法还是一知半解，平时
购彩都是让销售随机打，这次也一样
是机选的，中不中奖看运气。买彩票
其实就是给自己买一份希望，享受大
乐透带来的生活乐趣，这次感觉自己
很幸运的。”

通过中奖彩票我们看到，这是一
张1注号码、2元投入的大乐透单式
票，擒获奖金7,560,029元。

由于自己平时只是偶尔购彩，为
便于查询中奖信息，小D便添加了几
个常去体彩店销售员的微信。开奖当
晚他便通过朋友圈知晓了东明县又中
出大乐透一等奖的消息，但当时他压
根没往自己身上想，还在感叹是谁如
此好运。直到次日，他再看开奖号码
时发现有点眼熟，于是就拿出自己购

买的彩票核对了一下，发现自己购买
的号码和开奖号码完全一致。“当查
询到自己中奖时，大脑一片空白，完
全懵了。激动啊！过了好久，我又逐
个数字核对了一遍，才确信自己真的
中了大奖。说实话我一整天都未能平
息激动的心情，直到晚上还激动得无
法入眠。”直至领奖手续办完，小D
感慨说道这下终于心安了。

对于奖金如何支配，小D说来时
已做了初步的规划：先在东明县城或
菏泽城区买套房子，再买一辆中意的
汽车，改善一下家庭生活质量，下一
步就是订婚结婚了。小D表示这次大
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些奖金
虽然足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
生活，但他也绝不会将未来完全寄托
在一张彩票上，毕竟自己还年轻，以
后的路还要自己去奋斗。

(张运峰)

2021新年伊始，幸运之花在
滨州大地绽放。滨州购彩者王先
生(化姓)运气爆棚，新年凭借一
张面值1 0元的顶呱刮“幸福中
国”，锁定头奖50万元。

1月4日上午，王先生在家人

的陪同下来到体彩中心兑领了奖
金。

据了解，王先生是顶呱刮即
开型彩票的忠实粉丝，每当有新
票上市，他总会第一时间去“尝尝
鲜”。1月2日，王先生来到邹平市

东方明珠小区附近一家体彩店
内，在站长的热情推荐下，他选取
了5张顶呱刮“幸福中国”即开票，
刮开第3张的时候出现了“幸福”
字样，下面对应的奖金竟然是50
万元。新年伊始就收获意外大奖，

王先生直言幸福来得太突然。
领奖过后，王先生表示：今年

运气不错，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将
这笔奖金投入到自己的生意之
中，把公司做大做强。

(李潇)

新年幸福来敲门
滨州购彩者喜获顶呱刮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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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不能成为劳动者权益黑洞

□然玉

近日，有网友称，在某应用软
件商店中，一款名为“健康码演
示”的软件能够根据个人所需随
意显示各地健康码，涉嫌违法。

“健康码演示”App显示，这款App
能够模拟各地健康码、复工码、通
行码的不同演示风格。功能上，该
App不仅能够展示不同健康码，
还可展示绿码、黄码、橙码、红码
状态，并可自定义显示数据，如地

区、城市、姓名等。目前杭州警方
已介入调查此事。

一款App，高仿并集成了各
地“健康码”，并且居然可以“按
需”随意展示红绿码。如此“神
器”，到底意欲何为，简直是不言
自明。尽管相关开发公司专门强
调，“该应用仅作为演示目的，二
维码并非实际健康码、复工码，请
勿用于被扫码的场合，以免引起
不必要误会。”但此等说辞，根本
就是欲盖弥彰，堪称此地无银三
百两。在多地疫情趋紧的境况下，
在“瞒报”“谎报”事件时有发生的
微妙节点，这等高能的“健康码演
示”软件，注定相当危险。

毋庸讳言，日常场景下，所谓
“亮码”和“验码”，很多时候都没
有严格较真，更多还是依赖当事
人自觉。一般而言，在大多数地
区，工作人员看到“绿码”就会放
行，根本不会非常仔细地查验真
伪，这是因为大家都默认“健康
码”不会有假的。现实中，也不乏
某些人为了防止手机卡顿等意
外 ，而 用“ 绿 码 截 图 ”蒙 混 过
关……诸如此类的操作，当然是
欠妥的、违反规定的。然而，相比
于“健康码演示”软件的危害，这
些就属于小巫见大巫了。

试想一下，该“健康码演示”
软件的目标用户是谁？或者说，哪

些人才会用这一App呢？必然是
那些本是“黄码”“红码”，却想去
公共场所活动、想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想跨地域出行和流动的“特
殊群体”。一个假的“绿码”，让他
们畅通无阻，轻而易举就从层层
设防的防疫卡点突围。一个显而
易见的道理是，中高风险人群拿
着“假健康码”任性移动，这将使
得疫情扩散的可能性大增，使得
前端的严防死守化为乌有。

按照法律规定，瞒报、谎报疫
情重点地区旅行史、居住史的，已
经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那么，一款明显诱导和助长

“瞒报”“谎报”行为的App，又该

当何罪？互联网创业，居然瞄准了
“健康码”造假，这完全是走火入
魔了。把不诚信的“中高风险人
群”当成目标用户，瞄准“假绿码
通行”这一细分市场。某些公司枉
顾法律和道德，丧心病狂奉行一
套畸形的“长尾理论”，做“小众”
的生意，哪怕把“大众”置于险境。

“任何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
只要有卖，都会有人买。”这是许
多剑走偏锋的互联网创业者的至
上信条。只是，永远不该忘记一
点：以灰色产品来迎合不当需求，
这终究是死路一条。

开发假“健康码”App，到底意欲何为

来来来论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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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众包骑手为代表的“灵活用工”参与者，应当和所有传统职业一样，拥有自己的保障
机制以及社会地位和尊严，这不仅是补上法律短板的问题，更是关系到“灵活用工”方式能
否行稳致远的问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在饿了么骑士猝死，平台仅
补偿2000元引发热议后，1月8日
晚，饿了么回应称，向意外身故
蓝骑士致哀，并对该骑士家庭提
供60万元抚恤金，同时今后饿了
么的平台猝死保障额统一提升
至60万元。此外，饿了么还表示，
当下众包骑士的保险结构不尽
合理，承保金额也有所不足，“已
与各方紧急商谈，推动改进保障
提升和结构优化事宜”。

从饿了么的表态来看，对于
众包骑手的福利和保障问题，平
台方已经开始做出了一些努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做法只是
扬汤止沸，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更像对舆论的被动应对。事实上，
即便出台了这些举措，众包骑手
在现实中也很难约束平台的任性
行为，就像报道中所提到的，平台
可以任意制定奖惩制度，骑手们
却无法通过集体的力量与平台博
弈。

这个现象的背后，折射出的
是相关法律的短板。如今，“互联
网+”模式下的“灵活用工”方式越
来越丰富，而众包骑手正是“灵活
用工”的一种形式。从现实来看，

“灵活用工”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弹
性的用工方式、更低的人力成本
以及更高的抗风险能力，还能有

效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但
也衍生了大量的用工不规范问
题。其中，争议最多的便是劳动关
系的确定。

像众包骑手，虽然并没有和
平台签订合同，但从报道中来看，
众包骑手从平台直接取得收入，
配送业务也受平台管理约束，甚
至相应的着装也受平台检查，按
理说，这已经从事实上形成了劳
动关系。但由于目前司法机关仍
将劳动合同作为鉴定分配责任的
重要“标尺”，且现行的劳动法不
太适用于“灵活用工”的模式，这
就给了一些平台“钻空子”的机
会。从报道来看，几乎所有平台都
在协议中强调，骑手与平台间不

存在劳动、雇佣关系。“不是我的
人”“没有签订合同”成为很多平
台躲避责任的“挡箭牌”。

明明形成了事实的雇佣关系
却不被承认，这种现象亟待纠偏。
以众包骑手为代表的“灵活用工”
参与者，应当和所有传统职业一
样，拥有自己的保障机制以及社
会地位和尊严，这不仅是补上法
律短板的问题，更是关系到“灵活
用工”方式能否行稳致远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相关部门应
当及时消除法律的模糊地带，厘
清企业与从业者的用工关系，不
要让“灵活用工”洞穿法律对劳动
者的权益保护。尤其要值得注意
的是，如今有些企业打着“灵活用

工”的幌子雇了一批全日制的工
人，他们每天都进行着高强度、长
时间的劳动，却享受不到“五险一
金”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一旦发
生意外事故，误工和赔偿标准也
极低，或者干脆没有。有的企业甚
至连基本的意外险都不愿给他们
缴纳，对于这种“挂羊头卖狗肉”
的企业，相关部门绝对不能手软，
要进行严肃处理。

概而言之，在具体个案上，舆
论的力量或许可以倒逼平台“良
心发现”，多给一些补偿，或者临
时出台一些更温情的措施。但更
重要的是，法律要尽快做出调
整，将真正的“灵活用工”参与者
纳入劳动者保护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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