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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泉城幸运大叔收获大乐透“豪礼”729万元
9月 2 5日，超级大乐透第

21111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7、
08、15、19、28”，后区开出号码

“08、09”。济南一幸运购彩者凭

借一张8+3复式票中得大乐透一

等奖1注，其他奖项若干，单票共

擒奖7293636元，收获了一份“豪

华大礼”。

近日，朴实大叔王先生(化

姓 )来到体彩中心领奖。“前些

天，济南体彩正在搞8+3、10+3中

奖赠票的活动，我刚好在朋友圈

看到活动宣传，就决定趁活动期

间买张8+3复式票试试手气。选

号的时候，我比较看好后区的08

和09，当时脑子里还在想别的事

情，就糊里糊涂的跟站长说让他

帮我打一张，后区就定08、09、14，

结果站长说后区从01—12里面

选，最大到12。”讲到这里，王先

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时晕了，

经过调整，这样就选出来了后区

的05、08、09，开奖号码出来后，才

发现最开始看好的08、09完美命

中！因为是活动期间买的，‘8+3’

复式投注中奖了还可以赠给我

一张336元的大乐透呢，回去我

还得让站长给我打一张，说不定

还能好运继续！”谈起中奖后的

经历，王先生稍显有些激动：“当

天晚上我就知道自己中奖了，那

一晚，辗转反侧，真是一晚上没

睡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

买大乐透，知道可以为公益事业

献爱心，主要也是给自己一个中

大奖的希望，现在盼望已久的梦

想成真了，真的是很感恩！”

被问到奖金用途时，王先生

说道，前几年家里老人生病，花了

不少钱，这两年受疫情影响，生意

也不好做，这次中奖奖金能缓解

一下家里的财务状况，会好好规

划，合理使用奖金，相信生活会越

来越好。

生活不止一面，幸运就在身

边。众多的大乐透爱好者通过投

注大乐透，为生活增添一份期

待，为公益贡献一份爱心，当幸

运来临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大

奖，畅享“乐透人生”。
(李慧)

近日，位于临沂市兰山区红旗路的体彩

实体店内，一位中年购彩者马先生(化姓)刮
面值为10元的体彩“中国红”主题即开票，

中得头奖25万元。

马先生购彩时间已有四五年之久，他对

于彩票没有特别的研究。不忙的时候如果路

过体彩实体店，就会进去买一些，大乐透、
7星彩、排列5、顶呱刮等体育彩票游戏都喜

欢。说起中奖经过，马先生有点不好意思：

“我本是打算刮几张彩票‘解压’的，没有

想到竟中出了25万的头奖！”马先生介绍

说，他是个生意人，最近几天因为生意的事

情压力比较大，晚上回家因为家庭琐事和妻

子又拌了几句嘴，感到心里闷得慌，就自己

出来到街上散散心。走到红旗路附近的一家

体彩站时，就顺步走了进去，打算刮几张彩

票“解解压”。当体彩站的瞿站长问他打算

刮哪种彩票时，马先生对瞿站长说 :“就

‘中国红’吧，买十张！”

“当时刮前面几张就有中小奖，感觉也

挺知足了，刮到这张时，一看中奖符号下数

字‘07’和‘你的号码’区域的数字‘07’
吻合了，一看奖金数可把我吓了一跳，这么

大的奖，不可能吧？”马先生说，当时他就

跟店里的瞿站长进行了反复确认，瞿站长验

证后告诉他是真的中了大奖，并详细地告诉

他如何兑奖，马先生高兴地摸起手机就给妻

子打电话：“媳妇，快出来我请你吃烧烤

去，送你25万元大奖让你‘消消气’！”

马先生说，以前在体彩实体店里跟其他

购彩者聊天时，也听说过别人中奖的事儿，

不过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也能中得大奖，一直

想着把彩票当成生活中的“调剂品”，也是

随手做公益，至于中不中奖他一直抱着“平

常心”。对于这笔奖金的规划，马先生表

示，大部分会用在自己的生意上，多少会留

出一点资金，还会继续购买体彩即开票，享

受乐趣的同时，为体彩公益事业，贡献自己

的一份爱心。 (葛运伟)

临沂中年大哥“解压”收获顶呱刮25万元大奖

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息属于民法典所说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下月月起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
响最小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息显然是继采集学生家长职务信息之后的又一种“过度处理”，，必须坚决叫停。

采集学生家庭收入信息是又一种“过度处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员 王学钧

据人民网“领导留言板”10月20日消
息，针对网友质疑的兰州市某中学采集学
生家庭年收入信息一事，甘肃兰州市西固
区委回复称，涉事学校于9月2日为初一新
生下发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表中确有“经济
状况(家庭年收入)”一项，但班主任明确告
知学生“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栏为选填
项目，学生及家长自主选择是否填写。

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息，只是为了
给入学新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初衷无可
指摘。不仅如此，信息采集也无强制性，相
关表格中的家庭年收入一栏只是一个选填
项目，是否填写由学生及家长自己说了算。
从这个角度看，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息
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兰州市西固区委的

回复足以消解不少网友的质疑。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网友的质疑是多余的。

将家庭年收入信息纳入学生心理健康
档案确无必要。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有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也许是其中之一。但
是，总体而言，学生心理健康与否跟家庭经
济状况好坏、家庭年收入高低并无直接的
关系，在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时采集学
生家庭年收入信息纯属多此一举。何况多
数家庭的年收入都处于波动状态，即便采
集到了学生某年的家庭年收入信息，也不
能真正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息会带来不少
“麻烦”。对学生及家长而言，家庭年收入信
息是一项需要严加保护的隐私。虽然按照
上述回复的说法，含有家庭年收入信息的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由学校心理咨询室教师

负责专门收装、专人保管，但是，保管好档
案不难，保护好档案上的信息不易。稍有不
慎，学生家庭年收入的隐私就会被泄露、被
利用、被侵害。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本是
为了更好地呵护学生的心理健康，而在档
案表格中专设一栏采集家庭年收入信息，
可能会对部分“敏感”学生形成某种不健康
的心理暗示，诱发或强化某些心理问题。

更严重的是，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
息还可能会损及教育公平。虽然绝大多数
学校教师是好的，能正当地利用已掌握的
学生家庭信息，可事实也已证明，在少数学
校教师那里，家长职位、家庭年收入等方面
的学生信息会成为“看人下菜碟”的“依
据”。对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高看一眼、
关照有加，对家里“无钱无势”的学生冷眼
以对甚至打压，有失公平的区别化对待或

明或暗地存在于校园的某些角落，早已成
为不少学生家长的心头之患。也正因为如
此，当北京、南宁等地有学校要求学生填报
家长工作单位及职务时，舆论场上一片质
疑之声；当深圳、西安等地有学校要求学生
出示家庭汽车照片或家长工资流水时，舆
论场上一片挞伐之声。

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息属于民法典
所说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下月起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更
是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在这个
意义上，采集学生家庭年收入信息显然是
继采集学生家长职务信息之后的又一种

“过度处理”，必须坚决叫停。

观点

10月19日，一则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
视频摄于广东惠州一所学校，某男生当众
表白，结果被学校保安踢飞设备。据围观学
生透露，男生还没开始表白，就已经有很多
人围观，由于现场比较吵，保安以踢走音箱
的方式阻止了该男生的行为。在网上的讨
论中，部分网友认为保安的做法失之粗暴，
但更多网友表达了对“公开表白”这种示爱
方式的反感，认为此举不仅不浪漫，反而会
令人下不来台。

如果一个人不能确定对方百分之百会
答应自己的表白，最好不要盲目制造这种

“大场面”。把握不好火候的表白行为，很可
能断送前期双方积存的好感。人们对“道德
绑架”的反感，本质上也是对真挚恋爱关系
的追求。摆脱公众目光的束缚，恋爱才更容
易回归本真。

（白毅鹏）

近日有网友发现，婴儿头型矫正颇有
市场。媒体联系到某头型矫正机构，其工作
人员表示，婴儿需每天佩戴这种头盔23小
时，整套矫正价格为17500元，但并不保障
效果。

当我们感叹于部分青少年已经开始关
注整容的时候，一些家长竟然对尚在婴儿
期的孩子启动了“变美大计”。攀比外貌的
年龄线不断前移，难道连变美也“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了吗？这迫不及待的“矫正”背
后，透露出的是一些家长极度焦虑的心态，
是对外貌的过度重视和对孩子健康的过度
漠视。

甘冒风险给婴儿戴上头盔，这些家长
的心态和育儿观也需要“矫正”一下了。别
把自己的容貌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在不
知不觉中伤害了孩子。健康成长才是婴幼
儿最重要的目标。 （土土绒）

“当众表白”的示爱方式

为何讨人嫌

别把容貌焦虑

转移到孩子身上

“提现软件圈套”

需要合力破解
北京市朝阳区的刘女士在今年4月

无意间看到一条“听歌猜剧，轻松赚钱”
的短视频广告。出于好奇，她下载了这款
名为“点点猜歌”的软件，每天花2个小时
在软件中答题。等完成任务准备提现时
却发现，提现要求突然提高至“猜对5000
首歌”。

所谓听音乐猜歌名赚钱，不过是“提现
软件圈套”的又一变种，这和前些年一些软
件宣传的“走路赚钱、看新闻赚钱、刷视频
赚钱”一样，都逃不脱“看似做任务越多赚
钱越多，但任务难度越做越高，且始终无法
提现”的套路。

“提现软件圈套”需要合力破解。首先，
要强化应用平台审核责任。其次，有关部门
应加大监管力度。此外，要提高广大公众的
防范意识。

（张淳艺）

亟待规范的

不只“花大钱买小屋”
近日，媒体采访一些城市的多个售楼

处发现，关于公摊面积的争议多源于其背
后存在的各种乱象，比如未提前对购房者
进行公示、计算方式不公开透明等。

不管过去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公摊面积
乱象，如今都应该进行统一规范：其一，要
尽快出台规范要求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
面积进行交易；其二，把物业费、暖气费等
计价依据统一为套内面积，不需要相关服
务的公摊空间应禁止收费；其三，统一制定
住宅项目的公摊率、得房率等关键标准并
要求公开，以便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

进而言之，我国房地产市场应该进入
精细化管理时代。凡是不公平、不合理、不
透明的惯例和规则，都应该进行全面梳理、
评估，该废除的废除，该纠正的纠正，总之
要让楼市更加规范，购房者权益更有保障。

（冯海宁）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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