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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呵护教育公平
招生事关民生，事关社会公正，马虎不得。对“暗箱操作”

“掐尖招生”乱象进行治理，是维护招生公平的必有之举

新华社记者 11 日从教育部获
悉，为全面加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管理工作，教育部决定组织开展义
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
坚决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
等现象，严肃查处各类跟招生入学
挂钩、关联的收费行为，健全公平入
学长效机制。（详见今日快报 A3
版）

以专项行动的方式，整治“暗箱
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并不多
见，体现出教育部全力唤回招生清
风的决心。招生事关民生，事关社
会公正，马虎不得。对“暗箱操作”

“掐尖招生”乱象进行治理，是维护
招生公平的必有之举。

不必讳言，多年来，尽管国家和
地方层面三令五申，强调招生公正，

反对“暗箱操作”“掐尖招生”，但是
此类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着。例
如，据报道，个别中学自主招生被指
存在“暗箱操作”。有家长致信当地
教育局长，呼吁治理民办初中“掐尖
招生”。

只 要 是“ 暗 箱 操 作 ”“ 掐 尖 招
生”，就必然搞资源腾挪、关系照拂
那一套，免不了破坏招生规矩、影响
招生秩序，甚至牺牲部分学生的权
益。种种现象，污染了招生生态，破
坏了教育公平，引发群众担忧。是
时候针对乱象，打出重拳了。

此次教育部推行的治理方案，

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例
如，中小学是否将社会培训机构自
行组织的各类文化课考试结果、培
训证书以及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
明等作为招生参考或依据；是否收
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

“捐资助学款”“共建费”等；是否存
在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
混合编班行为；中小学是否设立或
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以此名义

“掐尖招生”等。应该说，这些重点
排查项目，都属于多年来问题层层
淤积、群众意见较为集中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出现的

“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现象，有些
是教育机构主导的结果，有些则受
到地方政策不规范的影响。教育部
此次专项行动，还要求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全面排查本地区已有义务教
育招生入学政策措施内容，例如学
校的划片招生范围是否科学合理、
是否制定明确的民转公学校划片招
生政策或过渡期政策。这样的源头
治理策略，切中肯綮，很有针对性。
如何严格落实教育部要求，打好专
项行动这一“仗”，已成为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面临的现实考验。

当然，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
生”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备老问
题死灰复燃又要防备出现新问题。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我说 别让“妻查夫财产”透支夫妻互信

体 彩 专 版

彩市万花筒

“那个时候卖彩票，笑料层出
不穷。”袁浩说道，当时使用的设
备较为简易，是江苏自行组装的
PC 兼容机和可打单张普通纸的
80列针式打印机，所以一张票要

“叽叽嘎嘎”打印十几秒。更让袁
浩和其他代销者头疼的是遇到重
号问题。当时一个号码系统内只
能出现一次，如果一组号码被别人

选 过 ，只 能 重 新 选 号 。“ 选
‘1234567’的人是最多的。”袁浩
补充，一旦遇上好日子，大家都喜
欢用当天的日期作为彩票号码。

以前代销彩票遇到的最大的困
难就是通信不方便。现在代销彩票
的数据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同步到总
局的体彩中心，但当时每天代销彩
票的数据都要通过电话上传到体彩

中心的总机上面。“统计的数据是千
万不能丢的，一丢可是大事。”袁浩
说，万一市民买的号码正好中奖，终
端机里面数据不见了，谁也担不起
这个责任。“最怕遇到的就是页面显
示‘数据传输失败’这几个字。”袁浩
开玩笑说，遇到开奖前还没传送好
数据的情况，自己恨不得抱着机器
去市体彩中心。

从业26年，他一直在传递幸运和责任

4月 10日，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 24040 期前区开出号码“05、
12、16、29、30”，后区开出号码

“03、06”，当期全国销量为3.5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26
亿元。苏州3205025979网点中
出1注基本投注一等奖，收获奖
金968万元。

当期全国共中出 7 注一等
奖。4注为1744万元（含775万
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出
自湖南（3注）、辽宁，同时这4注
一等奖也符合本次派奖参与条
件，分享了当期1500万元一等奖
派奖奖金，分享派奖奖金后单注
总奖金为2119万余元（含775万
元追加奖金+374万余元派奖奖
金）。3注为968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分落江苏苏州3205025979
网点以及安徽、湖南。

当期二等奖开出 123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为 11.45 万余
元，其中76注采用追加投注，单
注追加奖金 9.16 万余元。当期
共有67注二等奖符合本次派奖
参与条件，每注还可多得二等奖

派奖奖金7.46万余元，分享派奖
奖金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8.07 万余元。当期开奖后，固
定奖派奖余额为3.64亿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9.07 亿元滚存至 4 月 13 日
（周六）开奖的第 24041 期。按
照超级大乐透派奖规则，当期
1500万元一等奖派奖金额全部
派完，下期一等奖将继续派送
1500万元；当期500万元二等奖
派奖金额全部派送完毕，下期将
继续派送500万元。

超级大乐透派奖正在进行
中，进行追加投注且单期单张购
彩金额15元及以上即可参与活
动。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彩票，都
会贡献一份爱心。以2元1注的
体彩大乐透为例，就有0.72元成
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公益金用
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乡村
振兴、教育助学、医疗救助、红十
字事业、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
领域。理性投注，量力而行，才
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
的乐趣。 苏彩

派奖第11期

苏州购彩者中得
体彩大乐透一等奖968万元

“你好，来张体彩大乐透，还是老号码！”某天傍晚5时30分，在常州市浦南新村04003号体彩网点，彩票代销
店主袁浩一边熟练地输入对方的老号码，一边向对方确认“追加的吧？”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迅速出票。

1998年，电脑型体彩在江苏正式上市发行，常州成为江苏省首批试点6个城市之一，全省共300台终端
机。袁浩的体彩代销店就是在那时开设的，至今已经26年。“当时常州第一批只有12台终端机。”讲起自己这
家彩票代销店的历史，袁浩尤为自豪。他表示，当时代销彩票的终端机，一台就要一万元的押金，同期的代销
店主陆续退市，而他是那一批里唯一坚持下来的人。

袁浩的 04003 号网点曾经出
过两次百万级的大奖，一次是
2013年 5月的一期体彩7位数玩
法，中得500万元大奖。还有一次
是 2018 年 8月的体彩大乐透，中
得1390万元。

对于大奖，袁浩显得非常平静。

“担任代销者的这26年间，我树立了
责任担当的意识。”袁浩表示，体育彩
票是国家公益彩票，做好责任彩票宣
传和彩票销售一样重要。在保证营
业的同时，更要在日常经营中处处践
行责任彩票的经营理念。

店内曾经来过一名购彩者，一

上来就准备拿出几万元进行购
彩。袁浩婉言相拒，并劝导对方放
平心态，理性购彩。“其实购彩就
是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细水
长流才更能享受购彩的快乐。”在
袁浩看来，自己的工作就是传递幸
运和责任。 苏彩

“彩票店是要慢慢‘守’出来
的。”袁浩颇有心得，他说当初进
入彩票市场的人大多怀着美好的
憧憬，一开始市场上出现个新鲜玩
意儿，大家都爱凑热闹，可时间久

了，兴趣也就淡了。“那会儿没生
意啊，一天也就赚个十几元。”袁
浩说。

直到常州中出了一个 300 万
元的体彩大奖，情况才出现改观。

袁浩回忆，上午10时自己开店做
生意时，购彩的队伍就已经排到十
几米开外了。因为机器打印速度
特别慢，大家挤在小店里面，把桌
子都挤塌了。

卖彩票，想不到的困难重重

彩票店，是一点一点“守”出来的

理性购彩，责任彩票宣传他始终牢记

《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经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
明确，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
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
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
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
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
具相应的书面材料。随着相关词条
冲上热搜第一，引发网友热议。（4
月11日《齐鲁晚报》）

福建立法规定：“妻子可查询配
偶财产”，我们丝毫不怀疑其保护弱

势一方 、维护妇女权益的美好初
衷。但笔者担心的是，此规定一旦
付诸实施，可能会误导有的妻子滥
用这个权利，用频频查询配偶财产
的方式，去透支夫妻之间的信任，人
为地给婚姻制造危机。

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一方的
特有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在未经
允许的情况下，不可被对方占有。
经双方约定，夫妻一方的特有财产，
可以让对方知晓，甚至可以交给对
方代管。但如果有一方不愿意让对
方知晓，另一方却要去查询，从小处

讲，伤害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容易引
起双方矛盾，甚至引发婚姻危机；从
大处讲，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所
以，属于夫妻自己的特有财产，法律
是不主张去相互查询的。

可见，只有在夫妻一方蓄意隐
匿夫妻共同财产时，比如工资、奖金
收入等，另一方才可以申请查询。
问题是，当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情
况出现，表明夫妻之间出现了信任
危机，甚至是婚姻面临解体。这时
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申请
查询。但是，一旦出现了夫妻一方

蓄意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状况，另
一方仅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查询，
显然是力不从心。这就要求受害一
方去走法律途径，上诉法院，由法院
调查取证，查明财产去向及数量，替
自己维权。

制度的设计，应趋利避害，从维
护社会稳定和夫妻共同利益的大局
出发，而不是支持夫妻双方相互设
防、相互猜忌、相互探秘。立法鼓励
妻子个人去查询配偶的财产，即便
是充满了善意，也是利小弊大。

湖北 汪昌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