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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彩票风波考问良心底线
核心提示

安阳林州市和顺镇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小
镇，但随着第29期福彩的出现，这个小镇却引
发了一场关于144万彩票的纠纷。

一位苦苦追寻的彩民，一对失踪的投注站
夫妇，彩票的主人到底是谁？电话购买彩票，
中百万大奖应归属为谁？小小一张彩票，让真
实与谎言引发争论，也引起人们对于良心与诚
信的深思。

百万彩票砸中彩迷

走过大大小小的街道，彩票投注站的招牌
都会不自觉地映入眼帘，这几年，人们买彩票
的热情很大，一方面是为中国福利、体育等事
业作贡献；另一方面，还可以做做发财的美梦，
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福利彩票41550109号投注站”，这是
林州市和顺镇龙山路上的一家普通彩票投注
站，2008 年 9 月 18 日下午，路过此处的林州市
河顺镇村民郑辛安（化名）父子再不像以前那
样兴高采烈的进去买彩票了，并且脸上显得有
些不自然：“快走吧，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别让
人家说闲话了。”而这家投注站，也是卷闸门紧
闭，似乎已歇业很久。

“辛安哥，来买彩票呀！”回忆起数年前与
张新爱夫妇的相识，郑辛安眼前还浮现出张新
爱夫妇第一次与他打招呼的情景。

郑辛安与张新爱夫妇两家相距不足一里地，
既是一个村庄的熟人，又有点亲戚关系。得知张
新爱家前一段做摩托车生意赔了钱，郑辛安觉得
在哪里买彩票不都是买，还不如帮帮人家。

此后，郑辛安就常在张新爱家的投注站买
彩票。有时不能到投注站直接买彩票时，他就
让张新爱夫妇记下号码替自己投注。

郑辛安是个老彩民，刚开始只是随意乱
买，慢慢地，他也总结出了彩票规律。后来他
发现“七乐彩”中奖率高，就开始经常购买七乐
彩。他每期至少买70多元钱，有时觉得状态不
错了就买得更多。从一开始买彩票到现在，大
大小小的面值他已买了几十万元的了。

林州一彩民说：因买彩票中奖率高，郑辛
安在林州彩民圈中已小有名气。年前他还中
过一次925元和一次725元，后来，他买什么号
码，附近的彩民也跟着他买。

“买一注彩票，号码是‘03、06、09、10、11、
12、19、22、23、28、30’”。3 月 14 日 19 时许，彩
民郑辛安像往常在出差或忙不过来时一样，打

电话嘱托张新爱夫妇，在其投注站购买福彩。
当晚，福彩“七乐彩”第29期如期开奖。郑

辛安说，当晚他正与朋友喝酒，接到张新爱的
“报喜”电话，说他中了一等奖：“你平时常在我
这儿买，我当然得替你多操点心啦。能领多少
奖金，现在还不知道，但你肯定中了一等奖，明
天早上来取彩票吧！”

酒兴正浓，郑辛安没仔细问便挂了电话。
第二天清早 8时许，郑辛安一觉醒来突然想起
了昨晚张新爱的话，急忙给张新爱回拨了电
话。张新爱的丈夫接电话时说“哥，你啥时候
方便了就过来拿吧”，并说他们还准备在店门
口打出“本投注站中了144万余元大奖”的大招
牌，再放鞭炮庆祝一下。

中奖彩票得而复失

“03、06、09、10、11、12、19、22、23、28、30”成
了郑辛安心头一组挥之不去的号码。

3月 12日他在河北保定出差时，凭直觉买
了几注复式彩票，却因为最后一位数字不合而
错失了一等奖。遗憾之余，郑辛安觉得“感觉”
就要来了，于是他特意选中了这些数据，并电
话里特别交代张新爱夫妇要买福彩 11个号码
的复式票，共需支付660元。按照平时“先买彩
票后付账”的习惯，郑辛安这次买彩票的钱还
没来得及支付。

第二天上午，郑辛安匆匆赶到了投注站去

领取彩票，谁知约好的事突然变了卦。张新爱
夫妇不仅没让他拿到彩票，甚至也不再承认彩
票是郑辛安的了。此次通话也成了他们最后
的联络。

张新爱夫妇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犹
如给了郑辛安一个“晴天霹雳”。

随后，张新爱夫妇神秘消失，至今都不见
踪影，房子和孩子都由张新爱的姐姐来帮忙照
顾，电话号码也变成了空号。

更让郑辛安意想不到的是，张新爱夫妇还
拿着他们自己的身份证，一起到郑州把奖金支
票取了出来。河南省福彩中心已出具了相关
的证明和复印件。

9月 18日，张新爱夫妇的投注站依然铁门
紧闭，家里也空无一人。按照投注站门口写的
手机号码拨过去，被告知为空号。

在周围群众的指引下，记者来到张新爱
家。说明来意后，张新爱的姐姐张新芳（化名）
说，张新爱的丈夫在山西朋友那里帮忙，他丢
了手机，号码变成了空号。张新爱则回了林州
河顺老家祭拜当天去世的亲戚。

后几经周折，记者还是没有见到张新爱夫
妇的踪影，当记者跟张新芳要张新爱的电话号
码时，张新芳又以“不知道、记不起来”为由拒
绝提供。无奈，记者在张新爱家里等了好几个
小时，仍没有见到张新爱夫妇。

当被问及“是否知道中奖彩票之事”时，张新
芳说，妹妹曾和她提起过，郑辛安当时的确打了
电话要求购买彩票，但张新爱说，“如果我给你回

电话就是替你买了，如果没回话就是没买。”张新
芳称，张新爱当天并没有给郑辛安回电话！

9 月 19 日上午，为向张新爱本人求证，记
者再次到张新爱夫妇的投票站和她家中，仍未
见到张新爱夫妇。

“想找张新爱啊，我们现在也见不到她
了”。住在投注站附近的居民李永新（化名）
说：“投注站中了百万巨奖后，他们夫妇俩便关
了门，后来又开过一次，我们还问她：‘听说你
们拿着别人中的一百万跑了’。张新爱说：‘什
么跑了，我是替人家拿钱去了！’后来就再也没
见过她。”

为了尽快和张新爱夫妇取得联系，记者特
意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但直至记者发稿前
仍没有接到张新爱夫妇的回话。

法律介入意欲澄清真相

这张彩票，使郑辛安在一夜之间经历了一
次从地面飞到“天堂”遂又跌入“地狱”的瞬息
万变。一直梦想的百万彩票得而复失，怎能不
令人痛心？

郑辛安的父亲说：“公安机关已经介入立
案调查此事，他们相信政府能处理好。能追回
多少就追回多少，即使真追不回来，也要把这
件事讲明白，给人们讲清楚事实，说明不是我
们在讹诈人家！”

说话间，有电话打来，郑辛安和父亲就会
时不时地开导一下家里的亲人。

“打击太大了，亲人们也是觉得咽不下这
口气。不中奖也就罢了，现在中了一百多万，
却平白无故被人侵吞了……”郑辛安说，“林州
市前两年有人中了 500万，也没怎么传开。若
不是事情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也不想太
张扬，现在可好，都成了公众新闻，好多人都知
道彩票中奖的事了。”

林州市公安局局长张世忠告诉记者，目前
林州市公安局经警支队已介入调查，并对双方
进行笔录调查，但就目前双方提供的证据还尚
不充分有力。3月 31日，他还将专门听取对该
案进行调查的民警汇报。同时，警方也组织双
方对此案进行协调，若协商不通，民事部分将
由双方通过法院诉讼来解决。

彩民郑辛安在非常信任张新爱夫妇的前
提下，经常让其帮忙买彩票，但彩票“不记名、
不挂失”的特性，让这种平时达成的口头约定，
更加缺乏保障。

林州红旗渠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建海表示，

彩票“不记名、不挂失”的特性，让此案中彩票
的归属仍需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平时或事前
两人达成的口头协定，同样的具备相应的法律
效力，因口头协定取证相对较困难，双方事前
都要留足充分的证人、证明等，同样口头协定
的内容和方式也需要来进一步约束规范。该彩
票代领的事实一旦查清，相关人员将因涉嫌构
成侵占罪，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巨额财富验证良心底线

从西安宝马彩票案到吉林省吉林市的“诚
信销售员”王容华，近年来因彩票而生的案子
层出不穷，有人愿意为了金钱而置法律于不
顾，也有人为求问心无愧而将五百万巨额奖金
拱手让人，金钱与良心放置在一个天平上，各
人有各人的衡量标准。

寓言故事中说，良心想与金钱交朋友，诚
实说那得需要时间来证明你的诚心，而虚伪说
太慢了，你只要把灵魂卖给上帝就行了。

在金钱的天平上，似乎只要昧着良心，金
钱就会不请自来了。

该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也许在一开
始的中奖，哪怕是小小的一笔，也许不会成为
现今这样的结局，也许两家皆大欢喜，郑辛安
拿到几百元或几千元的支票还要感谢张新爱
夫妇，认为他们够朋友。而偏偏这是一张百万
的支票，也恰恰是巨额的财富才能验证人们的
良心底线。

这从天而降的财富让人们在金钱的砝码
上加重了与良心的倾斜度。于是，灵魂没有
了，取而代之的，只剩空空的花费金钱的躯壳
而已。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真的出卖了朋友的
信任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金钱，那今后的生活他
们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心安理得富足快乐呢？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
代”。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现在我们所处的这
个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句名言怕是
最合适不过了。

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的时代在不断的
向前发展着，而人们创造的财富却越来越让人
看不清自己的灵魂到底要追寻什么。于是，人
们就开始用金钱来填充自己的躯壳。

这场彩票纠纷官司不知道谁将能赢得最终
的胜利，但是这件事向社会提出了这样一个沉
重的疑问：在法律之外，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
前，人们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义务和权利？和
谐社会我们拿什么考问自己的道德和良知？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图 通讯员 邓阳

让问责成为失职官员的制度宿命
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多事之秋，先是

波及全国的奶粉事件，后是山西溃坝事
件，上周末三起灾难又接踵而至：黑龙江
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河南
登封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数百生命逝
去让人痛惜，暴露出的问题让人惊心，曝
光出的政府失职和官员渎职让人愤怒。
唯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政府迅速掀起的
问责风暴：继孟学农引咎辞职和山西官场
地震后，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了，
石家庄市委书记免职了，深圳火灾相关责
任官员迅速免职，河南登封市市长矿难后
第二天就被建议免职。

舆论纷纷为这一史无前例的问责风暴
叫好，而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毕竟，问责不
是一种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做给舆论看和
讨好公众，不是为了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
息公众愤怒，而是让官员为自己的失职承
担代价，在高调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
悲剧的重复发生。杀鸡吓猴以儆效尤，问
责更多是做给官员看，强化官员的责任意
识，所以我更关注官员对这场问责风暴的
反应。媒体不妨做个调查，以官员群体为
对象，看看这场史无前例的问责风暴有没
有对官员产生应有的制度性震慑。

如果我是一个官员，孟学农、李长江
们的引咎辞职，会对我产生怎样的触动？

毫不隐讳地说，我确实会从这场官场
大地震中受到触动，感觉当官比以前难多
了，当官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会彻夜难眠
地担心本地会发生什么重大安全事故。
公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媒体又对问
题紧追不放，问责制在舆论推动下日益制
度化和常态化，说不定哪一天问责就会落
到自己的头上。不过细究起来，这场问责
风暴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慑。

首先，问责缺乏一种“违规即追究”、
“失职即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而是依赖
于媒体和舆论的外在驱动。确实，许多事
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
一种惯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
很多时候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外在
的舆论监督驱动的，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
使问责制度运转起来。这种舆论依赖的
表现是：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
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
力下，相关部门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

员给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论关注
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会正常运转起
来。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与事件影
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运
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这种责任
伦理的驱动。

这种“舆论依赖”让官员对躲避问责
心存侥幸。如果某种失职能够瞒过媒体，
也就能躲过问责。即使不幸成为舆论焦
点而被问责了，当某一天淡出舆论视野的
时候，也许一样可以瞒着媒体悄悄地“带
病复出”。

其次，问责并没有常态化，并没有贯
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发生了重大事故
才会启动问责制，而像被审计署审计出违
规审批了哪个项目，违规乱花了纳税人多
少钱，错误决策造成了多大浪费，乱设许
可侵犯民权这些细琐、庸常、普通的“政
误”，则很少被追究责任。重大安全事故
毕竟不会经常发生，只要不出大事自己就
不会被问责。事实上，许多特大安全事故
的发生正源于日常问责缺乏下，一点点问
题的缓慢积累——一次违规审批不了了
之，一次监管失职轻松过关，一次乱设许
可没有追究，久而久之就给大事故埋下了
隐患。大事故后再严加问责，可能只有暂
时的震慑，好了伤痛忘了疤，当风暴慢慢
淡出舆论视野后官场会故态复萌。

另外，问责在制度设计上还有缺陷。
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会撤职，追究责任会
追到哪个级别和何种程度，除撤职外还须
承担何种责任，以后又如何复出——这些
都似乎还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而只有这
一切成为稳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给官员
确定的预期。否则官员只会对同僚被问
责充满“碰上了就自认倒霉”的同情，而不
会兔死狐悲地反思自身的职责。被问责
者也会对被撤职毫无愧疚之感，满含“那
谁谁谁怎么就没事”的委屈和悲愤，认为
自己不过是一只平息民怨的替罪羊。

只有问责成为日常政治中一种必然
的制度宿命——就像机器一样，当你触动
了违法违规的开关后，问责立即自动运转
起来，你立即会被追究相应的责任，那才
叫制度性威慑。风暴诚可贵，制度价更
高，期待以这次问责风暴为契机，中国的
问责制能常态化制度化。 曹林

喝厕水培训：
现代版的东施效颦

新员工进公司，老总亲自培训，要求员工洗马
桶，直到敢于喝下一杯自己洗干净的马桶中的水才
算合格。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不错！
日本内阁大臣野田内子就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正是
凭着喝下自己洗的马桶里的水，她从一名酒店白领
当上了日本内阁大臣。如今，这种近乎苛刻的训练
方式却在南京一家玉器公司真实上演了。（《华商报》
9月24日）

新员工培训不但要洗马桶，还要饮下一杯马桶
水才算合格，这样荒诞的员工培训即便不能“绝后”，
也绝对是“空前”了。日本内阁大臣野田内子确实有
喝过厕水的人生经历，但不要忘了，野田内子当时是
一名酒店服务员，洗厕所是她的本职工作，而她所谓
的“喝厕水”多是一种励志和敬业精神的体现，而这
家公司呢？更像是一种资本的霸道无礼，给人的感
觉不是激励敬业精神而是无视员工的人格尊严。

无法喝厕水而离开的求职者，其中未必就缺乏
优秀人才；咬牙喝下厕水的成功上岗者，也未必就全
是敬业的精英分子。我不相信，喝一杯厕水，就能考
察出人的素质来，这是一个小学生都能悟出来的“道
理”。当然，我不相信这位公司老总是弱智或是傻
子，我也并不认为其有故意侮辱新员工的意图——
但如此“喝厕水培训”，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企业文
化的“不正常”。一味刻意模仿外来文化，生搬硬套，
结果人家的优点没学来，反倒暴露出自身的轻浮和
丑陋——野田内子的“喝厕水”故事是一个无法复制
的个例，有日本的国情和文化作为支撑，这般“套用”
过来，不异化才怪呢。

早在数千年前，丑女东施也学着美女西施的样
子，手捂胸口紧皱眉头，在村里走来走去，却被人视
为瘟神。东施只知道西施皱眉的样子很美，却不知
道她为什么很美，而去简单模仿她的样子，结果反被
人讥笑。这则典故告诉我们，不根据自己的特点，盲
目模仿是愚蠢的。岂不料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不
断上演着一幕幕现代版的东施效颦，拿无耻当娱乐，
以无知作创新——当前流行的这些什么喝厕水培
训、下跪培训、乞讨培训、拥抱陌生人培训……几乎
都可以归为此列。

企业要做大做强，离不了强大的企业文化。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
原本是一件好事。但企业文化的塑造和养成，需要长
期的锻造和培育，不是学学西方、举行几次培训、喊几
句口号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正如人具有差异性一
样，每一个企业都会有其自身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
移植别人的“理念”不但流于形式，也无形中导致自身
企业伦理的变异。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就成了枳，野
田内子的“喝厕水励志”到了我们这里也就变成了充
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剧。 陈一舟

清除思想作风中的“三聚氰胺”任重道远
胡锦涛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

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
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
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
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真
是一语切中要害，笔者认为，这些弊端正是我们
某些干部思想作风中存在的“三聚氰胺”。奶粉
中的“三聚氰胺”表面上提高了蛋白质的检测含
量，却让祖国的花朵患上“肾结石”；官员思想中
的“三聚氰胺”表面上换来暂时的一团和气，却
让国家的发展之路平添“绊脚石”。

面对公众的问责，一些官员往往以制度不
健全作为“挡箭牌”，却完全闭口不谈自身应具
备的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度。在经历“毒大
米”、“苏丹红”、“大头娃娃”等等食品安全事故
之后，我们的有关官员难道没汲取一点的经验
和教训吗？早在今年三月份就有很多婴幼儿
家长投诉三鹿奶粉问题，但他们等来的不是权
威机构对问题有效快捷的处理，而是质检部门
的一纸纸三鹿奶粉鉴定合格证书；早在今年八
月初石家庄市“有关部门”就已获悉三鹿产品
污染事件的后果，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国家和
全社会通告，而是侥幸地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乃至不了了之……一些官员长时间的“选择
性失明”和行政不作为，无异于助纣为虐，无怪
乎直到东窗事发，某些企业人士还信誓旦旦地
宣称：我们的产品经检测没有任何问题，我们
绝对是清白的！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表示，根据这
次污染事件出现的新问题，有关部门将认真
研究，在国家标准的修订当中要认真考虑原
来没有考虑到的物质的检测。由此可见法律
和制度永远都有其滞后一面，与其消极被动
地去“亡羊补牢”，何不积极主动地去“未雨绸
缪”？如果我们的官员多一些“以人为本”的
职业素养和“执政为民”的政治觉悟，少一些
僵化陈腐的官僚作风和抱残守缺的教条主
义，那么我们国家为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是否可以少付一些血和泪的代价呢？

救救孩子，救救我们的社会良知和责任
感吧，清除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并非难事，清
除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中的“三聚氰胺”却任
重而道远！我们真的不希望在“大头娃娃”和

“肾结石宝宝”之后，又有什么可怕的名称压
在我们可爱的花朵身上，这是我们整个民族
的不可承受之重！ 丁 锐

善待农民工的心“实在”一点好
炒鸡蛋、炸小鱼，沈阳皇姑区向工街第三

小学的特困农民工就学子女昨日中午迎来了
第一份免费午餐，这种菜样不重复、一荤一素
的午餐他们可以免费领取一年。这是沈阳市
总工会为了迎接“9·25民工维权日”而推出的
慈善项目。（《辽沈晚报》9月24日）

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
们大多承担着城市里最累、最苦且与市民生
活息息相关的工作，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近年来，善待农民工，保障农民工权
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在一些地方，
这种“关爱”和“善待”在很多时候却或者只停
留在口号上，或者流于形式，缺乏细节上的实
际行动。与之相比，沈阳市推出的系列慈善
项目——这一份不重复、“很实在”的免费午
餐，让人眼前一亮，感到了浓浓的温情。

善待这两个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
不容易。我想，只有真正让农民工感受到社
会各界的善意和温情，并得到实实在在的实
惠，这种善待才能从红头文件或者媒体报道
中化为实际关怀。从这个角度看，沈阳市为
农民工子女提供为期一年的免费午餐，其价

值绝不会低于“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之类的
政治权利保障，甚至效果更加明显。

当然，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午餐只是一
种形式，没必要一定去简单的复制和模仿。但
由此传递出来的“信息”却具有可借鉴性：真正
从细节入手，以贴近农民工心坎的实际举措将
政策和制度对于农民工的关爱，切实落实到实
处。细微之间见关怀，点滴之处暖人心。一句
善意的话，一个温和的微笑，一份免费的午餐，
这些关爱上的细节行为，会让农民工更加感受
到政府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
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将会成为我
们”——这是今年上海一篇高考满分作文《他
们》的结束语。如此充满责任和悲悯的“阐
述”让我们心灵震撼：我们不仅离不开“他
们”，“他们”还是我们中的一员，善待他们就
是善待自己。只有从心灵深处容纳农民工，
才会从“我们的需求”出发考虑农民工的现实
需求，从而将关爱变得“实实在在”。

实在，是一种传统美德。于善待农民工
而言，“实在”的关爱就是一种接纳。王艳

引起百万彩票之争的投注站如今停止了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