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惜成本投机 苦等幸运眷顾
“职业彩民”的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

专家：

博彩不是投资

心态应该放平

面对着高额奖金，大

多数的市民仍然抱着尝试

的心理，大家都觉得中大

奖除了坚持，更多的是运

气，“彩票，应该是没有太

多技术含量的，运气眷顾

谁，谁就能发财。”彩票站

的小王说。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的马广海教授

说，博彩这种方式绝非投

资，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
颗平常心，小额投注，给
自己争取一份希望。中了

是意外之喜；不中就是为
社会作贡献。

马教授说，我国现在

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

期，有些人容易陷入对金

钱的盲目崇拜。希望一夜
暴富，就以狂热的态度参

与赌博、买彩票。但这种

过分执着实际上也违背了

各种公益性彩票设立的初

衷。

马教授表示，现在的

社会应该倡导民众多读

书，树立正确的理想观，

而不应该陷入拜金主义的

泥沼。

文/片 记者 张帆

实习生 张玉

今日沂蒙·关注
E14 2010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四

编辑：李济华 组版：王栋

在彩民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每月几乎要拿出自己

绝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彩票，有的人一注押上数千元，有

的人每期必买，坚守“幸运号”。他们都怀着一个理想：中得
大奖，一夜暴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是这群职业
博彩人的真实人生写照。

不同的彩民都有自己

购买彩票的方式，即开型

的刮刮乐很受很多年轻人

喜欢，年纪稍微大一些的

都喜欢守号或者机选购买

些七乐彩、双色球等彩票。

在陶然路上的这家彩

票站，中得的最高奖金是

刮刮乐的 30 万。在彩民心

中，都喜欢在已经中出大

奖的彩票站买彩票，也为
了给自己一个好彩头。“亏

着呢！我买了五六年了，中

最多的是 1000 多块！”一

位老彩民说。

作为彩民家属，孙女

士感到备受煎熬，她真的

希望老公能中个大奖，但

是每个月为了彩票掏出去

的钱越来越多，却不见大

奖的影子。为此，她跟老公

吵过不知多少次，平时操

持家务，省吃俭用还要为
彩民老公操心，这让她心

力交瘁。孙女士说：“靠彩

票致富实在太不靠谱了，

那么多人买彩票，有几个
中奖的？”

王斌家住火车站附
近，他每周日都要跟着爸

爸来到彩票站买三注“七

乐彩”，王斌说：“原来爸爸

自己过来买，没有自制力，

一下子就要买几十块钱

的，现在我来监督他购买，

每次少买点，找个乐子就

够了。他年纪大了，又没有

什么不良嗜好，买点彩票

就买吧，亏点就亏点，也算

是个爱好。”

在彩票站，记者遇到

了来买即开型彩票的小

张，她告诉记者，她偶尔买

一个刮着玩的，算是生活

的调剂，但绝对不能把发

财的希望寄托在买彩票

上。“小买”可怡情，“大买”

易伤身。

调查：几乎所有彩民都“亏着”

俩“职业彩民”的故事

“再买，就真吃不上饭了”

买彩票，他很舍得花钱

在陶然路上，有一家已

经开业了三年的福利彩票

站，每天下午两点以后，来

彩票站购买彩票的人便多了

起来，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

是人最多的时候，十平米左

右的彩票站里挤满了彩民，

大部分都在等着“群英会”

开奖。

卖彩票的小王对记者

说：“你要想知道什么是职

业彩民，就去找徐胖子吧，

他昨天一晚上就花了 2900 块

买刮刮乐。”

在彩票站门口，记者见

到了小王说的“徐胖子”，

黝黑的脸色，魁梧的身材。

“我家生活条件一般，谈不

上富裕但是也过得比较好。

现在谁不想发财，有了钱就

能买大房子，让孩子接受更
好的教育。”他说。“昨天

买刮刮乐买多了，花了小三

千块，刮上瘾了，这个月可

不能再买了，不然就真吃不

上饭了。”

老刘今年 61 岁，是旧

村改造后的居民，没有什

么技术，年纪又大了，不

好找工作。但是他还是希

望能有点收入可以补贴家

里，于是就开起了电动三

轮车，在火车站附近接送

客人，一个月也能有两千

多块钱的收入。

老刘平日里省吃俭用，

在彩票上却很舍得花钱。用

老刘的话来说：“我在想如

果能中个彩票，我就不用再

开三轮了，还能给孩子买个
大房子，现在越中不了就越

想中，每个月都要花进去将

近 2000 块。

“不过我还没放弃，前

两天中得 2 亿多的那个河

南人就是守号守了好几年，

我现在也开始守号了。”老

刘满怀憧憬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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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彩票投注站贴出的部分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