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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顶呱刮即开型彩票“赢”自
上市以来，以票面简洁大方、高端大
气成为众多购彩者心仪的对象。云
南体彩也针对这款新票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新春购彩季 佳节顶呱刮”活
动。截至上周，全省已中出54台华
为P30手机（8+128G），目前活动仍
在火热进行中，方式如下：

购买一张“赢”的顶呱刮即开型
彩票，然后找图标。凡是集齐该款彩
票幸运游戏区中包含“雪花”“太阳”

或“雪花”“月亮”各一个标志的完整
彩票一套（共两张），持彩票原件到当
地销售管理部并填写《“赢”集票换礼
活动签收表》后，可获赠华为P30手
机一台。

除了可以获得P30手机，还有机
会获得100元即开型体育彩票。方
式如下：

凡在该款彩票幸运游戏区刮出
“星星”或“云朵”标志，通过体彩实
体网点完成促销兑奖后，购彩者在

《“赢”刮彩送票活动签收表》中填写
本人姓名、电话等相关信息，即可获
赠100元即开型体育彩票。若刮出
的有“星星”或“云朵”标志的票中得
常规奖，中奖者同样可得到常规奖
金。

受疫情影响，本次“新春购彩季”
活动持续至4月8日结束。也就是
说，4月 8日前到各体彩网点购买

“赢”即开票，便有机会赢得华为P30
手机和100元即开型体育彩票。

3月23日，体彩大乐透第20014期开奖，
本期以2.03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
彩票公益金7322万元。本期全国共开出4
注一等奖。其中，1注为1567万元（含696万
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花落天津；3
注为87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花落河南、贵
州、甘肃。

数据显示，天津中出的1567万元追加投
注一等奖出自塘沽，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4
胆31拖+后区2拖”的胆拖追加票，单票擒奖
1576万元。河南中出的87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出自安阳，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
式票。贵州中出的87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出自铜仁，中奖彩票是一张 10元 5注单式
票。甘肃中出的87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
自临夏，中奖彩票是一张6+3组合复式票，单
票中奖金额881万元。

对比可见 ，因采用追加投注，来自天津的
幸运儿，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696万元
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了
1567 万元。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13.68亿元奖池金滚存至将于今晚开奖的第
20015期。

历经史上最漫长的彩票休市，终
于，冬去春来，我们迎来了体彩开市
的日子，3月10日，国家体彩中心发
布公告，自3月11日起，在符合条件
的区域，恢复体彩发行销售工作，自
3月12日起，体彩全国联网彩票游戏
恢复开奖，公告一出，引起了购彩者
的广泛关注。

购彩者廖先生说：“买彩票已经
成习惯，一直在盼望疫情得到控制，体
彩能早日开市。这段时间在家太无
聊，要买的号码早就准备好了，一看到
开市的消息，就直奔体彩实体店了！”

和廖先生一样，购彩已经成为很
多人的习惯和兴趣，特别是已经退休
的老年朋友，每天都去体彩实体店转
一圈。但疫情还未结束，此时去体彩

实体店购彩是有讲究的。体彩实体
店属于人员较为密集的地方，因此开
市后，不管是代销者，还是购彩者都
应注意安全防护。戴好口罩、进店测
体温，提前选号、即买即走、回家洗手
……对此，网友“黛莞锕”说：“现在购
彩真是种全新的体验，整个过程都小
心翼翼，在家先选好号码，然后戴好
口罩出门，小区门口测量体温，进了
体彩实体店再测一次，我去的那个店
人不多，大家互相间隔好远，打完票
就走……还是怀念以前热热闹闹的
日子。”

防控疫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为
了安全复工，代销者和购彩者们都需要
做好充分的准备，购彩多年的刘女士特
别表扬了她常去的一家体彩实体店。

“一进店就测了体温，店里已经消过毒，
还贴了戴口罩的提示和购彩防护指南，
防控措施真的很到位。有一次碰到一
个熟人进店，本想习惯性脱口罩打招
呼，不过立刻被代销者提醒了。”

除了代销者为安全购彩所做的
努力，身边的很多购彩者也表示：在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国体彩人
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相信在体
彩人和购彩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复
工复产战也能取得胜利，疫情在好
转，春意更浓，期待我们毫无顾虑相
约体彩实体店的那一天。（温馨提示：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在前往投注站
购买彩票时，请自觉佩戴口罩、注重
自我防护，配合销售人员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本报记者 刘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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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

近一段时间网络上存在着的嘲
讽他国疫情和防控的偏狭情绪和观
点。这些情绪和观点尽管是少数、
是支流，但同样不能放任自流。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
好，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疫情扩散蔓延
反而愈发严重，但这绝不应当成为

“狭隘的优越感”的来源。恰恰相反，
中国是最早遭受疫情冲击、也是截至
目前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更应对其他
国家目前的遭遇感同身受。此前，看
到塞尔维亚驻华使馆列出的急需医
疗设备及产品清单，网友们纷纷帮忙
转发扩散；来自中国民间捐赠的防护
物资，正通过不同渠道抵达急需援助
的国家。中国人民的爱心感染了越
来越多人，这样的善意还应当持续传
递下去。病毒是全人类的“公敌”，团
结一致才能战胜。在疫情中经历过
起落、体味过苦难的我们，相信比任
何人更能理解这其中的滋味和道理。

我们当然有理由为疫情防控取得
的成绩感到骄傲，也应当为国家的制
度优势和每个人的辛苦付出而感到自
豪。但这不是贬低别国防控举措、嘲
笑他国特殊国情和文化的理由。实际
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疫
情面前也不存在一套可供复制粘贴的
万能公式。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但
如果认为只是简单照搬照抄就能遏制
病毒传播，也并不现实。我们鼓励的
是，放下偏见和不切实际的优越感，本
着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真诚态度进
行讨论、交流乃至批评、反思。疫情是
一场灾难，但如果态度正确、措施得

当，同样也可以转化为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的宝贵经验。

一些网友之所以对某些国家存
在极端的情绪，是因为我们在抗疫路
上，也遭受了一些来自他国的冷嘲热
讽甚至是歪曲、造谣和歧视。但受到
不公正待遇，不是我们可以不公正的
理由。我们更要意识到，一些国家的
少数人决不能与大多数国民划等号，
少数西方狭隘的媒体和政客更不能
代表整个国家的主流民意。“山川异
域，风月同天”“中国加油！武汉加
油！”自疫情在中国暴发以来，来自世
界各地的援助、来自全球网友的声援
也不断感动着我们。在今天这样一
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中，
偏激、狭隘甚至歧视不可能让人与人
之间更好地相处。对于那些挑衅和
不公正对待，我们自要坚决反对、反
制。而从个体、舆论的角度出发，我
们不妨传递更多善意，搭建起沟通、
理解的桥梁。

在这次疫情中，如何看待我们
自己，如何理解他国、他人，又何尝
不是一次国民心态的历练与成熟。
危难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画地
为牢、以邻为壑。但更多时候，我们
看到的是人间真情、大爱无疆。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这些原
则和理念所体现的精神价值，不仅
是托举全球合力抗击疫情的重要贡
献，也必然要转化为具体实践，这正
体现在你和我的一言一行之中。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关闭食堂鼓励下馆子
如此刺激消费只怕欲速不达

“消费”既是
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命题，
也是民众个
体的私人事
务、私人权
利。市场自
有一套内生
秩序，“关闭
食堂引导职
工下馆子”，
人为扭曲了
自发的供求
格局，将唯一
的消费选项
强加给市民，
这是不合理
的，效果也是
大打折扣的。

特约评论员
然玉

媒体观点

嘲讽他国抗疫，“狭隘的优越感”要不得

最近，内蒙古呼和浩特赛罕区
政府附近的一家餐馆，时隔两个月
后终于出现顾客排队的情况。3月
21日，呼和浩特疫情防控指挥部通
知，要求企事业单位关闭单位集体
食堂，鼓励职工到餐饮企业就餐，
引导群众到餐馆消费，帮助餐饮企
业渡过难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件这么出了，但落实的情况和
落实的力度还要由各个单位自己
酌量安排。”有当地事业单位职工介
绍，单位食堂仍在正常开门。（3月
24日《新京报》）

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但餐饮市
场仍未走出寒冬。“不开张愁死，开
张了亏死”，这可说是现阶段许多餐
馆的真实写照。之于此，地方政府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纷纷拿出各种
对策，千方百计为餐饮企业纾困。
为引导市民下馆子用餐，呼和浩特
赛罕区更是祭出大招，直接要求“关
闭单位食堂”。此举虽是一片好心，
怎奈用力太猛，还是招致了舆论的
极大质疑。要知道，所谓“消费回
补”，绝不该是强人所难，也不应是
胁迫倒逼。

常识是，消费意愿、消费方式的
调整，从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绝
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在前
段时间，不少人已经习惯了在食堂
用餐，也适应了安全距离、错时制和
分餐盒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
是疫情冲击之下人们的一种应激自
我保护机制，是基于对环境风险系
数研判形成的理性决策。强行对此

加以“纠正”，很可能适得其反。各
地刺激餐饮消费的好意可以理解，
可动辄“打满舵，转急弯”的激进操
盘，注定是很难为公众所接受的。

客观而言，对绝大多数城市来
说，如今外出就餐的风险已经很
小。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大众心
理反馈与现实情势发展存在滞后
效应，实则也是合乎规律的。政府
急切鼓励下馆子，但市民就是不敢
下馆子，这一现象势必还会存在一
段时间。为此破题，只能诉诸“疫
情数据向好”持续提振信心，只能
通过时间的力量来消化隔阂和戒
心。当然，一些城市以发放消费券
的形式来进行杠杆激励，也是可以
尝试的方向。

“消费”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命
题，也是民众个体的私人事务、私人权
利。市场自有一套内生秩序，“关闭食
堂引导职工下馆子”，人为扭曲了自发
的供求格局，将唯一的消费选项强加
给市民，这是不合理的，效果也是大打
折扣的。再者说，食堂本身也“养活”
着一批雇员，也支撑着一桩桩上游采
购订单，简单将之关门，势必会伤害一
部分人的既有利益——说到底，振兴
餐饮消费，还是应该着眼于“做大蛋
糕”，而不是以计划思维“分小蛋糕”。

餐饮市场的彻底复苏，已然为期
不远，但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记住欲
速则不达。消费的勇气、餐馆的人
气，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做
好环境建设、信心建设，一切都会水
到渠成。

□ 苏 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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