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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彩票”泛滥小学门口》追踪：

“儿童彩票”，大奖实为“空头”
不少小学生明知坑人依然痴迷，家长呼吁相关部门来管管
本报记者 姬生辉 韩伟杰

明知是坑人，可为

了“赚钱”还是想买———

所谓的“儿童彩票”无非

是一场技术含量低下的

骗局。凭着低廉的价格，

简单的玩法，它利用孩

子们薄弱的自控能力，

灌输了一种不劳而获、

投机取巧的扭曲价值

观。26日，记者走访中了

解到，在市面上“儿童彩

票”并不多见，其从生产

到销售都是在私下中进

行。

2 6日下午 1时 5 0分，在东门
大街小学门前的移动摊点上，
仍有一些小学生围在一起购买
奖卡。撕开奖卡，看到是“谢谢
惠顾”的字样，东门大街小学五
年级学生小文 (化名 )没有再购
买奖卡。“我最多的一次买了1 5

块钱的，赚了 5块钱。”小文说，
他看见身边的同学买奖卡，自
己也开始就跟着买。“ 5毛钱一
张，有时候买一张就能抽到5块
钱，有时候买了几块钱的可能
也没奖，我还抽到过一次 1 0块
钱，中了奖就很高兴。”

和很多同学一样，小文购买
奖卡的钱也都是自己的零花钱，

“有钱的时候就买，没钱的时候就
不买。”“零花钱都是家里给的，但
我没跟家里说过我买奖卡的事。”
小文说，他也觉得奖卡里的奖少，
有些坑人，“但还是想买，因为有

时候可以赚钱。”
“我有一次买了20张，10块钱

的，一张都没中。”一位同学认为
自己运气不太好，但更多的认为
是奖卡里的奖太少，奖卡上写有
20元、50元的奖金，但从来没听说
有人中过大奖，以5毛的居多。

“儿童彩票”从何而来，通过
何 种 渠 道 进 入 零 售 摊 贩 手
中？……26日下午，记者带着一系
列问题，先后走访了济宁城区规
模较大的琵琶山大市场和草桥口
批发市场。走访中记者发现，多数
批发摊点业主对“儿童彩票”并不
陌生，但因各种原因，他们并没有
批发经营。

26日下午2点，记者来到琵琶

山大市场，当问及何处销售学生
玩的卡片类物品时，一位店主告
诉记者，他听说一些文具批发店
好像有。“没听说过‘儿童彩票’，
我们也从来没有进过货。”一家文
具店的女店主告诉记者，这种给
学生玩的小彩票利润并不可观，

“万一中出个五块十块的，还不够
本钱。”

在草桥口批发市场内，一位

文具店老板告诉记者，他以前曾
进过一些“儿童彩票”，但销路并
不是太好。“这些彩票都是私人印
制的，兑奖方式主要分两类。”这
位店主说，第一种是解开奖券后
显示出中奖金额，还有一种便是
票面上统一标注出一定金额的钱
数，揭开奖券后显示是否中奖。

“一般情况下，每一大张彩票中，
最上面一横排的是中奖的，下面

的多是’空头支票’。”该店主说，
因不大赚钱他已经很久不进这种
货了。

“这种彩票好像是由专人送
货的，市场上很难买到。”在济宁
城区多年从事小零食经营的一位
店主说，因为“儿童彩票”并不是
正规厂家生产，并且违背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商贩们之间的交易
多是背地里进行。

“彩票的发行、销售必须经过国
务院批准，目前我国只有福彩、体彩
两种，并且禁止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
销售。”济宁体彩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学校周边卖的小“彩票”肯定是
非法印制的，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危害
很大。

26日下午，记者先后拨通了济宁
市东门小学所在辖区内的派出所和
工商所电话。济宁市中区公安分局东
门派出所一位治安民警告诉记者，他
们将尽快安排专人查看，如确定有人
从事“儿童彩票”销售行为，将立即要
求其中止销售。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济宁市工
商局市中分局古槐工商所一负责
人电话，当了解到兜售“彩票”的是
流动摊贩后，他表示，工商部门只

负责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店面，街面
流动摊贩的管理应属于综合执法
部门。

“有一点可以肯定，向孩子们
销售这种所谓彩票是违反法律规定
的。”学生家长龚先生说现在孩子们
自控能力比较薄弱，向孩子们出售
这种“彩票”，其实是向他们灌输了
一种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扭曲价
值观，对孩子们今后的成长非常不
利。

这位家长认为，此现象的存在
不是一个部门的责任，“印刷生产、
流向市场、兜售给孩子，这应该是
一套完整的产销环节，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查处学校周边的小‘彩票’，
彻底斩断伸向孩子腰包的黑手。”
龚先生说。

对学生身心危害大

市民期待尽快查处

批发市场难见其踪，多由专人直接送货

明知会上当受骗，还是忍不住购买

“儿童彩票”后隐藏的是一场骗局。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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