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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彩民守号一年中银奖 1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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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火速兑奖
陪同小郑前来兑奖的是她

的丈夫，两人全副武装，戴着帽
子、口罩和手套，神情紧张，在
兑奖室内和工作人员保持着距
离，焦急地等待兑奖。“刚做母
亲不久，安全起见，我本来是打
算托老公代领的。 ”小郑指着丈
夫说，“但我心里也挺想见识下
大奖到底是怎么领的， 所以就
跟他一块过来了。 ”

小郑说，自己对彩票玩法其
实并不熟悉，接触“刮刮乐”主
要是受到了婆婆的“感染”，“我
家婆可是位‘彩票通’，双色球、

3D 等游戏都有涉猎， 尤其钟爱
即开、即兑的刮刮乐，每天买菜
路过投注站，她都会进去买上几
张”。 在婆婆的影响下， 小郑偶
尔也会尝试刮刮乐彩票，她感觉
即开票玩法“简单、快乐”，是娱
乐解闷的好方式。

中奖当天，小郑带着孩子在
楼下玩耍，回家路上顺手在投注
站买了两张“好运十倍” 彩票。
回到家中整顿完毕后，她才拿出
彩票，慢慢地将两张彩票依次刮
开。 在刮第二张票时，小郑刮开
的“中奖号码”为“04”，再将“我
的号码”区上的覆盖膜全部刮开
后，第六排上的数字“04”映入
眼帘，小郑顿时两眼放光，再看

第六排数字对应的中奖金额显
示为“￥400000 元”。 这份突如
其来的大奖让小郑激动不已，她
拿着中奖彩票看了又看，生怕自
己看花眼。 等到心情稍微平复
后，小郑拿起手机拨通了丈夫的
电话，并商量领奖事宜。

奖金做宝宝教育金
40 万元大奖扣税后， 小郑

夫妇捧回了沉甸甸的 32 万元
奖金。 小郑一脸幸福地说：“虽
然比不上双色球五六百万元的
一等奖，但是能拿到 32 万元奖
金已经很开心了， 知足常乐
嘛！ ”小郑表示，自己不会像其

他彩民一样以百万大奖为目
标，中奖与否并不太在意，主要
是玩得开心，体验刮彩的乐趣。
而且用一些小钱购买福利彩
票，也是一种积德行善的方式。
也许正是这种平常心让小郑得
到幸运女神眷顾，喜获大奖。

当被问及奖金如何使用时，
小郑毫不犹豫地说：“留给宝宝当
奶粉钱和教育金呗！”小郑说这次
中奖应该是孩子给她带来的好
运，这笔奖金将全归孩子使用。

最后她坦诚地说，感谢福彩
为宝宝准备的这份惊喜，她会继续
支持福彩刮刮乐， 支持公益事业，
并教育自己未来的宝宝成为一个
富有爱心且对社会有用的人。

刮中“好运十倍”40 万元
新晋宝妈将奖金留作教育金

福彩即开型彩票“刮刮乐” 再为彩民送上惊
喜。 继 4 月初来自番禺区的一位客服小哥抱走“好
运十倍”40 万元大奖后不久，又有一位 90 后新晋
宝妈小郑摘得“好运十倍”头奖 40 万元。 近日，小
郑携家人前来广州市福彩中心兑奖， 并分享了她
的中奖经历。

4 月 7 日，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 2020021 期开奖，开出号
码 是 16、27、02、14、31、06—
07，全国中出一等奖 5 注，每注
奖金 758 万元， 广东中出 0 注；
全国中出二等奖 116 注， 每注
13.9 万元，广东中出 12 注，其中
一注花落阳江市阳东区始兴南
路 75 号 44140514 福彩站，幸运
儿黄先生因对奖的时候见蓝区
没中便习惯性以为自己没中奖，
差点造成弃奖。

老彩民为省钱购彩戒烟
黄先生是个打工一族，接触

彩票已有二十多年。 刚开始时出
于好奇，对福彩的各种彩票都有
所涉猎，后来逐渐对双色球情有
独钟。 黄先生喜欢用多种方法把
各种数字凑成一组组的投注号
码，投注金额多在 10—20 元，然
后进行守号。 黄先生表示，自己
读书的时候，对数学完全不感兴
趣， 没想到接触了福彩之后，竟
然发生了逆转。 他一有空便列出

一堆数字来研究，不胜其烦地把
弄着数字，总觉得数字特别的亲
切。

对于黄先生对彩票的热爱，
妻子起初很有看法，认为他虽然
每次都用零用钱购彩，但所谓水
怕长流，数怕长讲，长年累月下
来，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不
过后来见他为省下些零钱买彩，
而把多年的烟瘾悄悄地戒掉了，
妻子又暗暗开心，自己苦口婆心
劝了他这么多年都没戒掉，没想
到， 购彩竟然帮了她这个大忙。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于
是， 妻子对黄先生购彩这事，就
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了，再也不用
为他抽烟而拌嘴生气。

忽略红区差点造成弃奖
今年以来， 由于疫情影响而

失业在家的黄先生有好些天没
去买彩票了。 4 月 25 日，黄先生
在家觉得闷了，便又来到附近的
44140514 福彩站打下一期的彩
票。 刚打完票，便听到冯业主自

言自语地说：“奇怪！ 这大半个月
已过去了，怎么还不见有人去领
奖的？ 难道彩票不见了？ 还是买
彩 票 的 根 本 不 知 道 自 己 中 奖
了？ ”

讲者无心，听者有意。 黄先
生听进去了，赶紧走到投注站墙
上的走势图那里看看 4 月 7 日
的开奖号码。 他越看那些数字越
觉得眼熟，便打开看看自己一直
守着的那几注号码，惊奇地发现
彩票上的第四注就是开奖号码，
除了蓝区对不上外，红区数字全
对上了，难道自己就是那个久久
未出现的中奖人？ 黄先生狂喜不
已，但又怕摆乌龙不敢声张。

回到家后，他认真地逐个数
字核对了一遍，才终于确认自己
就是中奖了。 原来，4 月 7 日那
次开奖，其实他也对过奖，但是，
他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对奖总
是先对蓝区， 如果蓝区不中，他
基本就不看红区， 认为蓝区不
中，大奖就无缘了，这差点导致
他错失了这 13.9 万元的奖金。

（汪海晏 谭木娇）

4 月 26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20029 期开
奖。 当期双色球头奖 7 注，单注奖
金为 743 万多元。 这 7 注一等奖
花落三地：山西 1 注，上海 5 注，
湖南 1 注。 其中上海 5 注落在一
张彩票上，为一人独中 5 注头奖，
共揽得奖金 3716 万元。

第 2020029 期双色球红球
号码为 01、12、18、20、30、32，蓝
球号码为 05。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
比为 4:2；奇偶比为 1:5。 其中，
红球开出两枚重号 18、32； 一枚
隔码 12；两组偶连号 18、20，30、
32； 两组同尾号 12、32，20、30；
蓝球则开出 05。 本期双色球一等

奖开出 7 注， 单注奖金 7432574
元，其中上海揽获 5 注，山西、湖
南各 1 注。

据了解，上海的 5 注一等奖全
部在一张彩票上，彩票售出于霍山
路 268 号， 票面为单式 5 注 5 倍
投， 投注金额为 50 元。 这张彩票
的中奖总金额高达 3716 万元！ 上

海一人独中了 5 注双色球头奖！
二等奖开出 63 注，单注金额

33 万多元 。 当期末等奖开出
1362 万多注。 当期全国销量为
3.64 亿多元。 计奖后，双色球奖
池金额为 8.35 亿多元，下期彩民
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 万
元。 （汪海晏）

“好的，我发给你。 ”程
亮说完， 愣了一下， 挠了挠
头说：“我还没你微信呢。 ”
“我加你。 ”女孩大方地说。
两人虽然在同一个投注站买
彩票有好几个月了， 平时也
打招呼， 却从来没有过深交
往，没加过微信。

这时，又上来几个人，用
劲往里挤， 程亮手向上举，
抓着横杠， 将挨着椅子的位
置留给别人。 他移出的位子
瞬间挤进两个人。 程亮自嘲
地说：“我真得减肥了，占据
太大空间，真是罪过。 ”女孩
抿嘴笑。

下一站， 程亮和女孩同
时下车。 下车后， 程亮刚往
前走几步， 听到哭声， 回头
一看， 原来是一个左手抱着

小男孩， 右手推着婴儿车的
女子下车时婴儿车被卡在了
公交车门口。 女子着急地不
停左右晃动， 婴儿车却怎么
也下不来， 她手上的小男孩
和车上的婴儿见状都啼哭起
来。

程亮赶紧走过去，轻轻抬
起婴儿车，慢慢地向右侧倾斜
了一下， 婴儿车就被抬下来
了。 女孩看到这一幕，悄悄将
程亮的微信设置成“置顶聊
天”。 投注站就在公交车站后
面， 程亮买了 20 注倍投，女
孩想了想， 也买了 20 注倍
投。

当晚，彩票开奖，程亮选
的那组号码又中了五等奖，
女孩发来一个调皮的表情，
说：“以后，我就跟着你买彩

票了。 ” 想起女孩清秀的面
容， 程亮心中一动， 赶紧回
了一个“好”。 （熊燕）

36 选 7：02、08、14、16、20、24、29。
双色球：03、11、18、23、30、33 后区：02、45、08。
福彩 3D：01、03、08。

（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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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种了 10 亩的烟叶，今年单卖烟叶收入都有

3 万元以上。 ”梅州市梅县区松源镇径口村贫困户王梅

珠指着长势良好的烟叶告诉记者，过两三天烟叶就可以

开摘了，上半年的丰收就在眼前。

以烟叶种植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形成长效的

增收机制，这样的“产业帮扶”模式在梅县区的脱贫攻坚

工作中可谓“处处开花”“硕果累累”。 在产业帮扶驱动

下， 至 2019 年底， 梅县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6980 户 15444 人，脱贫率达 99.89%；6755 户 14882

人退出相对贫困人口，退出率达 96.26%；32 个省定贫

困村全部退出相对贫困村行列。

梅州市梅县区：

产业帮扶
脱贫攻坚

径口村贫困户王梅珠，老婆病
重，女儿正在读大学，家里一贫如
洗，居住的旧房子还是邻居借给他
的。 广药集团星群公司对口帮扶
径口村后，驻村干部王卡了解到王
梅珠的情况，经过调研给他制定了
脱贫计划。

“当时考虑到松源这边的农民
都有种植烟叶的传统，我们就鼓励
他发展种烟，给他提供烟苗、肥料
等生产资料和技术帮助。 ”王卡介
绍， 起初王梅珠并不愿意种烟，在
扶贫工作队的鼓励下才开始试种，
第一年王梅珠种了 15 亩烟叶，结
果大获丰收， 当年就收入了 4 万
元。 同时， 王梅珠的女儿上学，扶
贫工作队从学费、生活费等方面都
进行了教育扶贫补贴。

“扶贫最重要的是扶志和扶
智！ ”王卡告诉记者，这是他驻村
四年多来最大的体会。 为了从思
想上拔掉“穷根”， 广药集团星群

公司利用闲置的径口小学，与梅县
区委组织部共建起梅州市首个农
民夜校及梅县区首个村一级党员
教育培训示范点。 通过培训教育，
贫困户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激活了
他们发展种养等产业的热情。 目
前，径口村全村烟叶种植面积达到
350 亩， 年销售收入达到 140 万
元；柚子种植 250 亩，年销售收入
达到 280 万元。

“产业是带不走的扶贫队”。为
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增加贫困户
收入， 广药集团星群公司还出资
75 万元，建造了 2 座光伏电站，装
机容量共 100 千瓦， 每年将为径
口村带来 8 万元的收益。

据松源镇分管扶贫工作的干
部廖敏雄介绍， 冬春季种烟叶、夏
秋季种水稻以及金柚种植，是松源
镇具有传统优势的主导产业。 目
前， 引导全镇 45 户贫困户种植烟
叶 243 亩，户均增收 1.1 万元。

“隆文生态环境好，毛
竹资源丰富， 竹林面积达 3
万多亩。 ”隆文镇卢溪村党
支部书记李增森一边领着
记者参观竹制品厂一边介
绍说。

在竹制品厂的展示区，
记者看到了椅子、 凳子、桌
子、篮子等各式各样用竹子
做成的产品，这些竹制品全
部用手工制作而成，工艺精
良、生态环保。 李增森告诉
记者 ，2012 年他回到家乡
当选为村支部书记，发现村
里的竹林已多年未砍伐过，
按照竹子生长的规律，不砍
伐的话反而不利于竹子成
材。 正当他为竹子的出路发
愁的时候，他发现了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很多村都需要
竹篱笆。 于是，他萌生了成
立合作社开设竹制品厂的
想法。

2019 年，在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卢溪村竹制品专
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以“合
作社 + 农户”模式经营生产
竹屋 、竹席 、竹篱笆 、竹家
具、竹饰品等，没想到生产
后销售非常火爆。 目前，卢
溪竹制品厂已经成为梅县
区最大的竹制品生产基地
之一， 全区有 58 个村前来
采购， 同时还销往大埔、平
远等各县，去年产值达到了
180 万元。

“一方面我们收购贫困
户的竹子，一方面优先提供

就业岗位，每个贫困户工作
一天有 120 元的工资。 ”李
增森介绍，合作社为全镇 23
位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并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出资
5 万元用于帮扶卢溪、 苏溪
两村贫困户。

同样，在隆文镇的广东
省正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有机米和烤烟
的省级龙头企业。 该企业通
过“公司 + 基地 + 贫困户”
的模式，以产业推动脱贫攻
坚。“农忙时节最多 200 人
次在公司上班，贫困户每人
每天有 100—200 元工资 ，
公司每年捐资 30 万元给镇
政府用于扶贫助困。 ”该企
业负责人说。

金柚，是梅县区农民的致富果。
在松口镇大黄村金柚产业园， 每到
金柚采摘季节， 各地的柚商都会汇
集在此， 将一车车金黄色的柚子运
往全国各地乃至远销海外。 大黄村
也以“支部 + 协会”的形式成立梅县
区大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金柚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 建设梅县金柚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带动周边 9 个
镇的 1800 多户贫困户发展金柚生
产，户均增收 1.5 万元……

“梅县区金柚种植面积 24.1
万亩， 金柚总产量达 52.06 万吨，
产值近 24 亿元。”梅县区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加强金柚产
业对脱贫攻坚的带动作用，该区培
育金柚专业合作社 985 家， 带动
2450 户贫困户种植金柚。 建立重
点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对接
帮扶贫困村机制，由广东李金柚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十记果业有
限公司等 18 家农业企业、 农民合
作社对接帮扶 32 个相对贫困村。

此外，梅县区根据各镇各村的
实际，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在城
东、松口、桃尧、畲江、梅西等 9 个
镇分片开展食用菌种植；在南口镇
七贤村规模化种植紫玉淮山及应
季果蔬，在大坪镇发展小龙虾养殖
和林下经济生态循环产业，在石坑
镇发展百香果和养鸡复合型产业
……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产业，推动
了一个个贫困村的发展和贫困户
的脱贫致富，特色产业不仅形成长
效的增收机制，还汇聚成一股强大
合力助力梅县区打赢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

据统计，2016 年以来，梅县区
累计投入资金 26.1 亿元， 其中用
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项目建设、
政策落实等共 5.09 亿元， 区级按
政策投入 631 专项帮扶资金 1700
万元，2019 年区级财政投入帮扶
资金 5800 多万元； 全区共实施扶
贫项目 7.86 万个； 实施光伏扶贫
项目 60 个，带动贫困户 1624 户。

一片烟田种出致富希望

一根毛竹撬动贫困村发展

特色产业形成脱贫内生动力

贫困户王梅珠发展烟叶种植脱贫致富

光伏发电产业
径口村农民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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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开花”
“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