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擒足彩擒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自 1994 年统
一发行以来，为国家公益事业、
社会经济与体育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广东体育彩票在
销量及公益金筹集方面一直稳居
全国前列，每项优秀成果背后，都
离不开体彩人的奉献与坚守。

追随体彩 深情热爱
回首与体彩共同走过的岁月，

一些早年入行体彩的代销者时至
今日仍活跃在销售一线。作为公
益彩票的“开拓者”，他们见证了体
彩事业的发展。近三十年过去，他
们不忘初心，在熟悉的岗位上，继
续发光发热，贡献着力量。

莞城光明路 4417017002 实
体店是广东东莞现注册经营的
首 家 实 体 店（001 实 体 店 已 注
销）。该店代销者陈玉莲对体彩
事业的热忱足足持续了26年。

全心服务 默默耕耘
自 1997 年加入体彩代销者

队伍起，陈玉莲一干就是26年。作
为早期入行体彩代销者，至今她仍
记得，当年店里购彩者排队购彩的
情形。当时的体彩实体店较少，全

市也只不过百余家，在这附近的购
彩者都会过来购彩，陈玉莲笑言，自
己是“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

陈玉莲回忆，刚踏足体彩行
业时，她不太熟悉体彩的种类，
也不太懂经营，凭借自己一点点
摸索、学习，坚持“热心、耐心、细
心、诚心”的工作态度，把服务放
在第一位，为每一位购彩者提供
便捷的购彩服务。

陈玉莲在店内配备了饮水
机、药箱、雨伞等便民物资，在方
便购彩者的同时，更为有需要的
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渐渐
地，与不少街坊们成为了老朋友。

“每次购买大乐透，我都在莲
姐这里买，老品牌店了，习惯又放
心。”老街坊陈先生（化名）直言。

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体彩的
温度，不忘初心的26年里，陈玉
莲由体彩“小白”蜕变为成熟的
体彩代销者、公益践行者，她坚
守初心、默默耕耘，认真服务每
一位购彩者，用她的经历去诠释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收获事业 常怀感恩
通过经营体彩实体店，陈玉

莲收获了个人事业。她感谢体
彩带给她太多收获和荣誉。这
离不开东莞体彩中心对一线代
销者的关怀和支持。她说：“中
心对我们一线代销者都很关心，
每当遇到一些困难，都会尽力帮
我们解决，真的很感谢。”

只要身体允许，她愿意一直
坚持下去，实现人生价值。

在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像陈
玉莲一样默默坚守的体彩代销
者。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平
凡的梦想。越来越多的体彩人
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着相同的热
爱与担当。

每张小小的彩票背后都承
载着广东体彩从业人员的责任
初心，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
体育彩票的公益理念，将新时代
体彩故事书写在南粤大地。

（胡彦 粤体彩）

这位实体店代销者是
“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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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3日，第23006期足彩胜负游戏14场玩法开奖，
位于绍兴诸暨市浣东街道旺达路 7-9 号 3306053663 体
彩实体店传来新年喜讯，中出足彩14场一等奖1注、二等
奖14注，共计收获奖金1753974元。

据实体店代销者李师傅介绍，这次的百万元大奖得
主陈先生是一位资深球迷，平常非常喜欢看球赛，还会经
常购买足彩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1月 11日晚，
陈先生来到店内购买了一张足彩14场的复式票，由于对
富勒姆、AC米兰、布雷斯、南特这4场比赛结果看不好，
就索性选择了全包，7场比赛选择了2种结果，3场比赛看
起来稳，就选择了一个结果。

在分享购彩心得的环节，陈先生表示，虽然自己是
个老球迷，喜欢研究足球赛事，根据球队和球员状况
的不同，细致分析对阵情况，找准可能会出冷门的球
队，巧妙避开，作出投注方案进行投注，但最终能否中
奖，还是要看运气的。

羊城晚报记者 胡彦 通讯员 粤体彩 插图 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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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消失的邻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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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家政策越发好
了，许多老旧小区得到了改造
和绿化，居民的居住环境也焕
然一新。

老马所在的小区便是如
此，经过翻新后，增加了一个小
广场，小广场上还安装了不少
健身器材，据说是体彩捐赠的。

自打老马的小区有了这个
小广场和健身器后，居民们经常
在茶余饭后下来锻炼身体，大家
在一起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可问题却出现了，这天晚
上，老马正在家里看电视，只见
从外面锻炼回来的老伴是一脸
的不高兴。老马问老伴怎么
了，老伴抱怨道：“小广场的人

太多了，我今天又没锻炼成！”
老马就安慰老伴说：“有的

人就是特别没素质，健身器一
占就是半天，也不懂得掌握时
间，礼让他人。特别是那个咱
们这个邻居吴大红，最爱占用
健身器了。”

第二天晚饭后，老马陪着
老伴下楼来到了小广场。果
然，为数不多的健身器又都被
人占用了。老马一眼就看到了
吴大红站在扭腰器上。可等了
半天，老马也不见吴大红有下
来的意思，一气之下便走过去
揶揄道：“腰不好的人都爱用这
个扭腰器锻炼啊？听说可以强
腰固肾，增强那个什么功能？

比吃了汇仁肾宝还顶用！”
吴大红一听，立马从扭腰

器上下来，冷着脸回头对老马
说道：“你腰才不好呢！”说完匆
匆离开了。老马便赶紧喊老伴
过来锻炼。 （夏红军）

资深球迷4场全包
万元万元175175

广 东
体 彩 网 点
征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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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成全，致敬这位伟大的父亲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冯原

□王石川评论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首席
1 月 18 日下午4时许，金晓宇的父

亲金性勇辞世。去年，因《我们的天才儿
子》一文，“天才翻译家”金晓宇和父亲金
性勇的故事感动世人。据报道，金性勇
生前已签署遗体捐赠志愿书，其子金晓
宇表示将遵从父亲的愿望。

“一颗高洁的心，一位伟大的父
亲”，这句话用来形容金性勇，可谓恰
如其分。正是因为他勇敢向媒体、向
公众说出儿子金晓宇的故事——“幼
年不幸眼部残疾，后来又确诊为躁郁
症患者，翻译就是他和命运抗争的唯
一武器”，金晓宇这位“天才翻译家”才
为人所见，并改变命运。

金性勇向媒体坦言，他将自家孩
子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也是想用最后
的机会，再推他一把。记者在采访手

记中也称，金性勇希望儿子与病魔相
处、斗争中所做的大量翻译工作，能够
得到更多喜欢读书的朋友关注，得到
翻译界组织和同行的关爱，获得社会
认可。事实证明，金性勇实现了心
愿。看到儿子融入社会，结识到更多
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依靠翻译自食
其力，并获得各界接纳，金性勇应该是
带着安心告别尘世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利克·显
克微支说过，幸福和快乐最深层的源
头，不依赖意志，而是源于爱。发生在
金性勇父子身上的故事，核心字就是
爱。这种爱，首先是父亲对儿子的挚
爱。所谓舐犊情深，金性勇年事已高，
他放心不下儿子金晓宇，担心他不能
正常生活，因此希望儿子“能够独立面
对很多事，也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但
不得不说，在金晓宇被更多人看见之
前，这是奢望。

转机来自于他向社会倾吐了心声，
因赢得关注而让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从
这个角度看，金性勇确实是一位伟大的
父亲，也是一位可敬的父亲。

如果说倾吐需要勇气，那么倾听
则需要责任。在金晓宇被看见的整个
过程中，无论媒体还是出版社、翻译协
会等，都释放了足够的善意。同时，公
众也表达了足够的关切。这难能可
贵。因此，金晓宇不仅感受到了深沉
的父爱，更能感受到来自各界的友爱
和深爱。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爱——热
爱。据报道，当被冠以“天才翻译家”
的称号后，金晓宇曾不止一次说，自
己并不是“天才”，甚至也很难称得上
是“翻译家”。这种谦抑，令人感怀。
金晓宇的翻译水平如何，自有方家判
断，但从他身上可感知到这是一名对
翻译有着酷爱的译者，这是一名极为

热爱翻译事业的沉潜者。无论“学一
门外语，至少要读20本原版小说”，还
是“十年里翻译了22本书”，没有热爱
是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也不可能做得
这么好。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可平山海
跌宕”“只有热爱生活，生活才会回报
你”，这样的话虽然充满鸡汤味道，但
放在金晓宇身上是成立的。

在金性勇身上，还有一种爱令人肃
然起敬，即捐献遗体。无从知道他决定
捐献遗体是否与社会帮助他儿子有关，
即出于感恩。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金
性勇的捐献之举在当下语境中，都富有
积极意义，都让人看到一位老者的善
良，感受到他身上的责任感。

金晓宇被看见，这是一个关于爱
与成全的故事。爱，本身就是一种成
全。无论家人的爱，还是社会的爱，融
汇一起，成全了一则佳话。在为之欣

慰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被看见，特
别是那些身处困境的弱者能够被人看
见。金晓宇的一名主管医生曾表示，
金晓宇的情况（患有躁郁症）不是个
例，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呼吁社会正视、
包容这类群体。也许很多患者缺乏“看
点”，缺少“卖点”，他们也没有一位伟大
的父亲，更没有某方面的专长，故此很
难被聚焦。但是，我们不能选择性地对
待弱者，让更多弱者得到关爱，本就是
健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著名作家加缪认为，真正的救赎，
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
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金
性勇告别了他的儿子金晓宇，但他的
付出，让金晓宇获得了生的力量和心
的安宁，这很了不起。致敬这位伟大
的父亲，也期望更多的不幸者能获取
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
（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昨天，白云机场有客
人吐槽称，广州白云机场
大厅内有一个肥胖女人踩
缝纫机的雕塑，很丑，看不
懂这样的雕塑要表达什么
意思……此事经媒体报
道，引发网友争议。其后，
提供这些雕塑的广州雕塑
院也对此事作出了相关的
回应。

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件
事，我说了三点看法：第
一，公众对公共空间的事
务表达看法，这是好事；第
二，机场和雕塑院对此事
进行回应，是有责任肯担
当的表现，也是好事；第
三，这件雕塑是否好看，是
否应该摆进机场这样的公
共空间里，这个问题是重
点，但并不容易解答。

首先让我们转换一下
思路，想一想你平时路过
的海珠广场（城市广场与
机场大厅一样都是公共空
间），广场上挤满了各色人
等，其中有人用高音量喇
叭放声高歌，所造成的噪
声简直难以形容，那些大
声唱歌的人自己很享受，
却不知道对他人造成了

“声音侵犯”。
在机场大厅放一件雕

塑和在城市广场上用喇叭
制造巨大音量，在公共性
上是一样的。有人可能认
为不同，区别就在于，大厅
里的雕塑是专业的，广场
上的喇叭却是群众性的。
那好吧，再让我们来假设
一下，有一个某某歌剧院
的歌唱家，天天都到海珠
广场上去放歌，他也是很
专业的，好了，这样就带来
了与机场雕塑一样的问
题，其一，你愿意听他唱吗
（前提是不愿意听也要
听）？其二，假若你不愿意
听，你该怎么办，有没有一
种合理的机制来解决这样
的争端？

其实，上述的假设首
先告诉我们，公共空间的
第一个特征，就是因为公

共性的事务具有不可回避
的“强迫性”，无论是在公
共空间里放置的雕塑，还
是演唱歌曲，或是其他带
有文艺色彩的表演等等，
它们都会对公众施加影响
力。不管这种影响是让人
愉悦还是让人难受，而作
为群体公众本身的鉴赏
力又是参差不齐的，因
此，不管作为个体的公众
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是喜
欢还是不喜欢，公众都必
须被“强迫性”地看或听。
如此，公共空间的第二个
特征就显现出来——既然
从来就没有同等素质的公
众群体，那么，当然也不可
能产生让所有公众个体都
喜欢的公共空间，所以，公
共空间就应该具有最大的
包容度，并尽可能减少矛
盾和摩擦。

也就是说，公共空间
不要去创造喜欢，而是要
去减少不喜欢。进一步
来说，放置在公共空间的
视听产品（通常这些产品
会被标上艺术作品的名
义），理应是中性的，而不
是太过于个性化的。

这样我们就能把开放
的公共空间与封闭的专业
空间的标准区别开来了。
美术馆和音乐厅都是最典
型的封闭的专业空间，无
论是多么有个性的视觉作
品和音乐创作，都可以在
封闭的空间内展出上演，
因为它们不会干扰专业空
间之外的公共空间，喜欢
高雅文艺的人们可以买票
去欣赏，普通的民众也不
会对美术馆或音乐厅内的
高雅文艺表达不满。

因此，在公共空间里，
不宜去突出表现艺术的个
性，也不宜取悦某一部分
公众，而是应该尽量减少
干扰，并最大限度去创造

“宜人的尺度”，这就带来
了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是中山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教授）

近日，江苏南京。南京南站，有
返程旅客黄女士称自己候车时需要
加班，要给电脑充电，但未在大厅找
到插座。之后获悉商务候车区可以
充电，但进 1 次要 100 块钱。高铁站
回应称，为了消防安全，大厅没插
座。(1月19日南京广播电视台)

高铁站候车大厅没有插座，进 1
次就要100块钱的商务候车区却有插
座，难道商务候车区就不用担心消防
安全？也有人指出，机场都能够在部
分区域提供插座，为何高铁站却不可
以？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热议。

现在正是繁忙的春运时间，春运
路上能否更安全、更温暖，成了备受
舆论关注的话题。对候车大厅与商
务候车区区别对待，也引发了公众对
于公平的焦虑。

高铁考虑消防安全，不在候车大
厅配备裸露的充电插座，这样的考
虑可能也有。要看到，高铁候车大
厅往往旅客聚集，管理方或怕裸露
的插座引来一些人乱接插线板，或
是使用大功率电器，从而带来消防
隐患。候车大厅不配备裸露的充电
插座，既能省电省事，还能防范消防
隐患，因此，不配备插座似乎也是可
以理解。

商务候车厅人流量更少、面积更
小，更方便管理，风险也相对可控，商
务候车厅可以充电，也是因为商务座

乘客出了更多的钱，这算是管理方提
供的一项增值服务。

高铁站是否应该在候车大厅提
供插座，为广大旅客提供充电服务，
并不是一项“必选题”，但对管理方来
说，却是一项可以借此提升服务质量
的“加分题”。像高铁站等公共场所
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作为公共服务
提供者，高铁站有责任打造温暖舒适
的出行环境。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
代，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子产
品，一旦出门在外手机没电了，可能
会给旅客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
高铁候车大厅没有插座，给旅客充
电带来不便，这不得不说算是高铁
站的一项服务短板，有值得改进的
地方。对此，高铁站有必要在兼顾
安全的前提下，想办法为旅客提供
充电的场所。

公共服务提供者不能出于安全、
节省成本等考量，便采取“一刀切”的
做法，提升服务质量，往往就是在提
供“基本服务”的基础上下更多功夫，
在人性化、精细化服务方面着力更
多，为旅客、消费者提供更便捷、更人
性化的服务，满足不同旅客的个性
化、差异化的需求。高铁候车大厅没
有插座给乘客出行带来不便，这给管
理者指出了存在的服务问题，需要管
理方能够坚持以人为本，认真作答，
进一步优化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
温暖旅客回家之路，提升旅客的出行
体验，让服务更有温度。

来论选登 □戴先任

高铁站大厅没插座，服务需更人性化

机场大厅放置胖女雕塑：
公共空间创作要减少不喜欢

近日，江苏徐州邳州市人民法
院办理了一起孩子起诉父亲返还压
岁钱的案件。周某（男）与吴某（女）
婚后育有一子周某翔（13 周岁）、一
女周某菲（13 周岁），后两人离婚，两
子 女 均 由 吴 女 士 抚 养 。 2020 年 1
月，周某以代为保管名义将两名子
女 16800 元压岁钱拿走。周某翔、周
某菲在此之后多次要求父亲返还自
己的压岁钱，周某以各种理由拒绝
返还。周某翔、周某菲向法院提出
起诉，要求父亲周某返还两人压岁
钱。邳州市人民法院判决如下：被
告周某返还原告周某翔压岁钱 8000
元，返还原告周某菲压岁钱 8800 元。

这个判例，似乎对压岁钱到底
归谁这个历史难题一锤定音式地给
出了答案——压岁钱归孩子。但我
们不能忽略这个案例的特殊背景，即
这是一个因父母离异而破裂的家庭，
孩子由母亲抚养。周某在血缘上是
孩子的父亲，但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
外人。因此他拿走孩子的压岁钱不
还，首先在道德和情感上就不厚道，
邳州市人民法院也用判决告诉我们，
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

但是，对于很多健全的家庭来
说，对于压岁钱的处理，法律的确应
该是一种依据，但并不是说所有的
家庭都要祭出法律这杆大旗，法律
应该是最后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大
部分家庭对于压岁钱的处理，都是既

合情也合法的。一般是有两种模式，
一是孩子的压岁钱等孩子稍微懂事
一点之后，才交由孩子自己支配。现
在压岁钱数额往往比较大，一大笔钱
让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儿童自行花
费，还真是让人不太放心。这种情况，
在尊重孩子的前提下，家长应该加强
监管，对孩子压岁钱的去向，做到心
中有数，不能让压岁钱成为孩子出现
成长问题的助推器。二是由家长保
管，或是存在银行，或是购买保险，或
是花在跟孩子相关的消费上。总之，
过年取之于孩子，最终用于孩子。不
管怎么用，都应该跟孩子做好沟通，
让孩子理解，也让孩子明白，这笔钱
是属于他的，也花在了他身上。

但也有些家庭，家长占有、支配
了孩子的压岁钱，压岁钱对于孩子来
讲，就是一种形式，在自己手里转一圈，
还是被父母拿走，最终未必是用于孩
子。对于这种情形，我想也应该就事
论事地分析，对于一些困难家庭来说，
父母拿走了孩子的压岁钱，大抵又是
作为压岁钱，“还给”了亲朋好友的孩
子，也有的是弥补家庭的其他开支。
这种情形，无论是旁人，还是家人，都
应该有“同情之理解”，轻易不要拿法
律说事。孩子可能会有些委屈，但家
庭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只要父母是真
心地爱着孩子，经过耐心沟通，压岁
钱归谁就不是一个问题。

也有少数家长认为，压岁钱归自

己天经地义。他们一般会认为，没有
人会无缘无故地给孩子发红包，小朋
友的红包归根到底还是靠大人的面
子，或者说是靠大人的社会关系才
得来的，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归大人
所有。这种想法、说法看似有道理，
但缺少了法治思维。现代社会是法
治社会，家长心里一定要清楚，在法
律意义上，那笔钱是属于孩子的，不
管压岁钱如何处置，都要建立在爱
孩子、尊重孩子的基础之上。

梁漱溟先生曾经在论印度哲学
的时候说，印度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直接
取消。我倒是觉得这种思维方式
用在压岁钱问题上很有意义。压岁
钱是一种传统民俗，但到了今天，背
后隐藏了不少的问题，也成了很多
人的负担，因此通过移风易俗，让压
岁钱的金额小到可以忽略其财产意
义，也就不会再有压岁钱归孩子还
是归父母的争执。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广东的风俗值得在全国推
广。众所周知，广东人过年给孩子
红包，都是五块、十块钱象征性的，
既喜庆，有好意头，也不至于给发红
包者和接受红包者（主要是家长）
压力。孩子积攒的红包总金额，也
不至于大到引发纠纷，从而压岁钱
归父母还是归孩子的问题，也就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了。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压岁钱归父母还是归孩子？
法律应该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热点快评
□周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