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密语 “悄悄话”讲给陌生人听

今晚双色球第2022140期开
奖，奖池17.51亿元。上期双色球
开出红球号码为 06、07、09、16、
17、19，蓝球号码为14。

上期双色球开出头奖12注，单
注奖金为700万多元。这12注一等
奖花落北京、河北、内蒙古等10地。
其中9注为一等奖特别奖，单注奖金
为 922 万多元（含派奖 222 万多
元）。当期二等奖开出443注，单注
金额6万多元；六等奖开出897万多
注。六等奖翻番奖中出600万多注。

无锡彩民收获4注二等奖。分
别出自江阴市澄江镇剪金街20-1

号32025642福彩销售站，中奖彩
民自选“11+1”复式彩票，喜中1注
二等奖及若干小奖，奖金共计7.5
万 多 元 ；梁 溪 区 黄 泥 头 佳 苑
32025194福彩销售站2注，中奖彩
民购买了一张5注单式和“8+1”复
式彩票，共计收获奖金 13.8 万多
元；梁溪区黄巷街道谢巷 280 号
32020151福彩销售站，中奖彩民
自选1注，收获奖金6.7万多元。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7.51亿多元。下期一等奖特别奖
派奖2000万元，六等奖翻番奖奖
金余额2.1亿多元。

好心态 常坚持！

无锡彩民收获快乐8奖金4.6万多元
近日，无锡彩民陈先生凭借一

张快乐8第2022310期“选六五胆
全拖”彩票，喜中15注“选六中六”
和60注“选六中五”，共计收获奖金
4.68万元。中奖彩票出自锡山区
东亭柏庄菜场南门32020736福彩
销售站。

近日，陈先生来到市福彩中心
领取了奖金。今年陈先生刚退休
不久，原来规律的上班生活一下子
悠闲了很多，让他一时有些茫然，
于是到福彩销售站看看走势，买一
些彩票成了他每天消磨时间的去
处，陈先生说：“在这家站点买彩票
好些年了，销售员热情好客，服务
周到，挺容易相处的，几乎每天都
要去店里坐一坐。”

对于购彩，陈先生看得很淡

然，说道：“福利彩票是公益事业，
每天买一些，中奖了自然开心，没
中奖也不要耿耿于怀，权当做公益
了。”像这次中奖，陈先生感到正常
的，凭着经验每天选几个号码买一
些，投入金额只要在自己的承受范
围内，每天坚持购彩，总会赢得大
奖的青睐。

【快乐8游戏促销】12月1日至
12月6日，凡在本市福彩销售站购
买“快乐 8”选 5四胆玩法全拖彩
票，中2胆，原奖金54元，现在此基
础上派奖54元，中奖奖金加倍为
108元，倍中倍奖。活动促销资金
18万元，若资金提前用完，则促销
活动下期停止；如活动结束，资金
未使用完，活动顺延至资金使用完
毕。智能投注设备销售点不参加。

双色球今晚开奖 奖池17.51亿元
上期双色球头奖特别奖9注9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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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注册网络交友
软件，只需填写手机号、收取验证码
即可办理，这让很多未成年人纷纷
涌进成人社交软件之中。

在手机软件下载商城中，大部分
网络交友软件在下载时都会标注适
合年龄“17岁+”，但这一规定也只是

“说说而已”。记者将网上推荐的“交
友软件”挨个儿下载了一遍，大多数
的交友软件都不需要实名认证，年
龄、性别等个人信息可以随意填写。

一些社交软件设置了“青少年模
式”，但这一功能并不能有效筛选出
使用账号的未成年人。记者打开某
交友软件的青少年模式发现，这里只
有一些图片，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
容，更多的社交软件没有设置青少年
模式，平台监管也形同虚设。记者采
访中也得知，大多未成年人在使用网
络交友软件时，都会背着父母，并在
网上刻意隐瞒自己的未成年身份。

交友软件还有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几个月前，
11岁的王同学在某粉丝社群看到一
条推送信息，进入某社群即可获得
免费抽奖和领红包的机会。王同学
加入后，“群管理”告诉他被公司抽
中一等奖，奖金6000元，还可获得
明星签名。不过，要领奖需要先完
成群里的任务，于是根据“群管理”

的指示，王同学在该社群里先后发
红包8次，总共被骗5000余元。

北京市三中院及辖区法院曾发
布调研称，2020年至2022年2月间，
在借助网络社交软件对网友实施强
奸犯罪案件中，未满14周岁的被害
人占比25%，多为线上认识、线下见
面。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均呈低龄
化趋势，被害人往往因年纪小不能正
确处理性侵害事件，不仅在及时报
案、留存证据、寻求司法机关帮助等
方面不够理智，也易产生心理抑郁、
社交障碍、叛逆社会等其他问题。

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主任庞
九林认为，破解“未成年人交友乱
象”需要形成多方合力。庞九林认
为，平台应该承担维护交友环境的
首要责任，应对平台内低俗信息实
施更加行之有效的监控，比如设置
敏感词、加强内容审核等。平台也
应该限制用户年龄，严格利用刷脸、
指纹等方式进行实名认证，及时将
未成年人排除在外。

此外，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大
监管力度，对不合规的企业依法惩
处，对不合规行为及时纠正。庞九
林还提到，如果未成年人权益受到
侵害，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根据相关
法律提起公益诉讼。

（北京晚报）

畅聊“青春密语”实则“暗礁重重”

孩子“云交友”安全问题不少
把心底藏着的秘密写成文字，塞进“太空邮局”，扔向未知的“星球”等待

其他人回应。最近，一款匿名社交软件“秘密星球”让正在上高一的赵同学
爱不释手。

如今，云端聚会、网络交友对未成年人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一些家
长认为，交友软件能帮助孩子扩大视野，找到更多良师益友，但更多的家长
则表示出担心：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过早接触网络社交软件可能会让孩子
“误入歧途”。记者调查发现，低龄网络交友软件良莠不齐。一些交友软件
上，孩子们之间可以彼此说说“青春密语”，疏解学业和生活的压力；但也有
交友软件“暗礁重重”，注册门槛低，身份认证系统失灵，打着“未成年社交”
的幌子，实际却成了低俗信息传播的温床，甚至让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都受到了侵犯。

考试前压力大、和父母发生争
执、脑子里又冒出一些奇思妙想
……每当赵同学有倾诉欲望时，她
都会把这些“少女心事”写进信件，
塞进“太空邮局”。通常，她会收到
很多小伙伴的回复，有鼓励、有安
慰，也有祝福。赵同学每次也会搜
索“星球”上的其他信件，给别人也
送上一些暖心的话语。她告诉记
者，如果遇到兴趣相投的人，可以
通过留言、私信的方式与他人建立
联系，进一步成为现实世界里的朋
友。

记者发现，如今，很多网络交
友软件已成为未成年人倾吐心事、
结交新朋友的新选择。他们通过

“解忧热线”“扔纸飞机”“邮寄信
件”等方式，把“青春密语”讲给陌

生人听。有小网友留言表示，匿名
聊天能够让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放
松，缓解心理压力。网络交友软件
也已成为孩子们情感宣泄的出口。

那么，什么样的未成年人更喜
欢使用网络交友软件呢？记者在
某社交软件体验时遇到了一位15
岁的女生，她玩社交软件一年多
了，说起上社交软件的原因，她表
示“主要想找人聊天，打发自己一
个人无聊的时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调
研称，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与他们
使用社交软件的频率、时长、功能
等显著相关。经常有孤独感的未
成年人与几乎没有这种感受的未
成年人相比，每天使用社交软件多
次的比例高出9个百分点以上。

“想我了么？”“来找对象还是
来找快乐？”并非所有的网络交友
软件都有绿色、健康的沟通环境。
刘女士不敢相信，自己会在未成年
女儿的电脑里发现这样“露骨”的
对话。

刘女士的女儿今年上初三，因
为要上网课，家里专门给孩子买了
个 iPad。可最近刘女士发现，女
儿经常在上网课时打开一些叫不
上名字的 APP，还时不时对着屏
幕傻乐。原来，女儿注册了某网络
交友软件的账号，打开这些社交软
件，里面出现的一些暧昧对话让刘
女士十分担心，“直接问怕侵犯孩
子的隐私，但不管这事又怕孩子受
到伤害。”

记者上网搜索“低龄交友聊天
软件”，发现其中一些软件打着“12
岁小朋友的交友软件”“不限年龄
的交友软件，害羞勿入”等广告来

吸引未成年人下载。记者下载了
其中两个声称支持“未成年交友”
的社交软件，软件下载一成功，便
立刻涌来许多私密的聊天信息，有
的发来挑逗、暗示性的话语，打起

“擦边球”；有的发来性感、裸露的
照片；还有的则直接打来视频电
话，但视频聊天只有1分钟时间，如
果想继续聊天就得“充钱”。

在一款 App 内，记者随机进
入几个语音连线直播间，有的直播
间正在进行“语音骂战”，言语粗
俗不堪；有的直播间讨论的都是低
俗话题；有的用户甚至在评论区发
一些不堪入目的色情图片，但系统
却无法识别这些不良信息。

记者随即向官方举报了几个
尺度较大的发言，虽然一些明显
的低俗内容举报成功了，但很多
打擦边球的内容却依然在直播间
继续着。

（新华社资料图）

暗礁重重 充斥大量低俗信息

监管漏洞 注册无需实名 年龄性别随意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