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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周刊人
父亲去北京旅游，给我买了

一枚亚金戒指。黄灿灿的戒指
装在红彤彤的丝绒盒里，很是漂
亮。上世纪80年代末的农村，能
有只戒指的人还不多，即使有，
一般也只在订婚、结婚等重大场
合时才戴。刚走上工作岗位的
我尚未婚恋，自然不好意思戴戒
指，便将它藏在了办公室的抽屉
里。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正
在办公室写报告，打扫卫生的阿
婆像往常一样走进来。近七十
岁的阿婆性格内向，很少主动开
口说话。

倒纸篓时，阿婆在废纸里发
现了一截金光灿灿的片条，她非常
惊讶地端到我面前，有些语无伦次
地问我是不是丢了贵重东西。阿
婆紧张的样子，让我忍不住笑出了
声。我告诉阿婆，这是化妆品瓶盖
上废弃的封条，不是金条。

阿婆听后，脸上露出难得一
见的笑容。她像捡了个宝贝似地
拾起来，反复在手指上比划，最后
喜滋滋地向我伸出左手，有些羞
涩地问我：“像不像一枚戒指？”又
宽又粗的金色铝片条缠在阿婆同

样粗壮的中指上，显得有些突兀，
但是那光泽灿烂，乍一看，还真像
一枚有些分量的戒指。

阿婆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仔细地调整着戒指的松紧、方
向，用一种深谙世事的口吻告诉
我，老年人戴金器好，不但可以
避邪，还可以带来好运气。

邪气和运气倘若是一枚戒指
就能改变，倒是简单又省事了。
我内心虽觉得好笑，但见阿婆如
此笃信、欢喜，也不忍心反驳，只
建议她给自己买一枚戒指。

不想阿婆听后顿时神色黯
然。与阿婆的闲聊中，我才得知
阿 婆 原 来 年 纪 轻 轻 就 死 了 丈
夫。大儿子虽说成家了，因为
穷，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她还有

个小儿子，三十多了还没结婚，
现在正和邻村的姑娘谈恋爱，能
不能成功还是一个问题。

看着阿婆难过的样子，我想
起了抽屉里的那枚亚金戒指，不
如送给阿婆吧，也算了她一个小
心愿。

我取出盒子，递给阿婆。阿
婆的表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她惶恐而紧张，连连推辞。我告
诉阿婆，这是一枚亚金戒指，也
就十几块钱。阿婆这才擦了擦
手，虔诚地双手接过，打开盒盖，
把戒指小心翼翼取出来，移步窗
前，颤巍巍地套在右手中指上。
透过窗户的阳光映照在戒指上，
光芒夺目。阿婆一遍又一遍地
轻轻抚摸着戒指，眼眶里竟慢慢

涌出了泪花。
戴上戒指的阿婆，神色明显

多了份欣快。以后每次打扫我
办公室时，她都会和我聊些家
常。偶尔她还给我带些自家地
里种的蔬菜，弄得我反倒常常心
里过意不去。

那年夏天，医院指派我去省
城进修。一年后，我回到单位，
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已经换了个
干瘦精练的老头。

老头很热情，但不够勤快。
我跟他打听是否认识原来的阿婆。

“哎，好可怜啊，也不知道老
太太从哪里弄来一只假金戒指，
又偏偏不承认是假的，非说是自
己花钱买的真金戒指。大媳妇
就三番五次地讨要，后来不知怎

么搞到了大儿子手里，这才发现
是假的。大儿子一气之下把戒
指扔到了茅厕，大媳妇又把老太
太大骂一通，让她以后别招摇撞
骗。刚过门的小媳妇知道后却
不肯相信，一口咬定是大媳妇为
独吞戒指而编造的谎言，说是老
太太偏心，联合大媳妇骗她，自
此视老太太如路人。”

老伯还说，老太太一开始还
像祥林嫂般逢人就解释，后来竟
自己也讲不清了，神智也越发糊
涂。村里人说她是老年痴呆，清
醒时还知道自己做饭，糊涂时痴
痴呆呆。媳妇不管她，儿子也很
少过问。

老头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息。
我缓缓地靠在椅背上，闭上

眼睛，脑海中一遍遍回放阿婆戴
上戒指那一刻欣喜的神情。

东野圭吾曾说过，这个世界
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
阳，二是人性。此刻，太阳正透过
窗户裹挟着我，明亮的光芒里，我
的一颗心，只觉灼灼地疼痛。

三十年过去了，那枚戒指依
然是扎在我心底的一根刺，隐隐
作痛，欲拔不能。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一
个小孩，记得当时是计划经济，买
什么都要批条子。谁家能吃上一
餐猪肉，就是很了不起的事。

我家有一个亲戚是公社食
品站的领导，他写的条子能够买
猪肉。有一次，家里很长时间没
有吃过猪肉了，妈妈便带着我去
找这位亲戚拿批条买猪肉。从
村里走到公社，要一个多小时，
拿了批条再回到村附近的代办
点买猪肉，来回要半天时间。所
以，那天一大早妈妈就带着我出
门了。

那位亲戚真的龙飞凤舞地给
写了一张“准许买两斤猪肉”的批
条。拿到批条，我觉得很新鲜，就
拿过来看。我那时读三年级，认
识不少字，仔细看了又看后，我指
着纸条上猪肉的“肉”字说：“这
个字不是‘肉’，这不是‘内’字
吗？”亲戚听了，大大咧咧地说：

“怎么写也没关系，反正你拿着它
能买到猪肉就成。”我倒认真起
来，说：“是肉字就是肉字，不能
写成内字，老师说不能写错别
字。写错了字就要改。你是不是
应该改一改？”我试探着问。

“好吧。只要你中意，改就
改。”亲戚便在批条的“内”字里
面加多了一个人字，再把批条交
给我。

我和妈妈拿着批条高高兴兴
地去到卖猪肉的代办点时，已是

日上中天。我把批条交给猪肉
佬，说要买猪肉。猪肉佬拿过批
条，认真地看了又看，又上下打量
着我们，最后把批条交还给我说：

“小孩子，怎么拿一张假批条来骗
人？”

我激动得涨红了脸，说：“怎
么会是假的？”

“怎么不是假的，领导一向写
的都是‘猪内’，这张条写成了

‘猪肉’，就一定是假批条。领导
的字难道我还不认得么？哼，想
拿假批条来蒙人。”

“今天这批条是我叫他改过
来的。”我急坏了。

“你讲大话了吧？领导写‘猪
内’就是猪肉，他写批条总是写成

‘猪内’。你看我这里这些批条有
哪一条不是这样写的？”猪肉佬拿
出一大沓批条，果然每一张批条
都是写成“猪内”的。猪肉佬最后
说：“反正批作‘猪内’的就有猪
肉买，否则就不能买，糊涂不
得。”

妈妈听了，真是哭笑不得，我
更不明白就里。但当天就是没办
法买到猪肉。第二天，妈妈只好
再去找亲戚重写批条。这回亲戚
依旧写的是“同意买猪内两斤”，
我们才终于买到了猪肉。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觉得好
笑，但我依旧觉得自己当时的坚
持是对的，而猪肉佬的坚持也没
有错。

正月一过，60 岁的农妇祁妈妈
迎来了忙碌季节——安吉县承包竹
园的人家，都会雇佣她这种有经验
的挖笋人。

挖笋之事，时不我待。一只露头
的春笋，只要几天功夫，就能长得比
幼儿园娃娃还要高，到时只能任由它
长大成竹。而在安吉山区，毛竹与早
园竹如今已不是经济作物，仅仅是保
持水土的绿化作物了——以竹竿搭建
脚手架、当晾衣架，已经是二三十年
前的事了，以竹篾编织箩筐、晒匾的
需求也大大萎缩——因此，竹园的致
富产出，就只能是春天的这一季笋。

竹园的主人提供背篓和镢头，
反复叮嘱：“留下的笋，只要够替代
发黄的老竹即可。竹子太密，互相
争夺养分，也长不好。”祁妈妈就笑：

“放心吧，顺着竹梢头露水滴下的方
向找笋，一根笋鞭上要间隔着留笋，
这些窍门，我50年前就学会了。”

祁 妈 妈 是 这 一 带 的“ 春 笋 猎
手”。她只要攀上山腰，抬眼四面瞭
望，见竹叶浓绿、略带黄点，就知道这
片竹园中必定孕育着大量春竹；她只
要进得竹林，探看竹竿上是否有粉霜
感、竹节的长短与颜色，就知道每一
根祖母级的竹子，是怎样顺着竹鞭，
繁衍出子孙后代的。而顺着竹鞭延
伸的方向，表层泥土被拱裂处，以手
抚土，就可以摸到跃跃欲试的笋尖。

一到春天，祁妈妈就会进山挖
笋。只见她熟练地在笋尖周围刨土挖
掘，见到笋根后，一镢头下去，斩断笋
根，将可提起一颗湿漉漉、毛茸茸的
春笋放入背篓。接着，她会小心地回
填泥土，将挖笋处用落叶盖好。这
样，大雨也伤不到竹鞭和竹根了。挖
来的笋，主要是两种，毛竹春笋沉甸
甸地坠手，一只起码有两斤重，壳薄
肉厚、鲜嫩无比，除了鲜吃，还能做笋
罐头、晒笋干，也是南方名点“三丁
包”的重要原材料；另一种鞭笋又细又
长，笋壳黄褐色中带着优雅的紫色调，
剥出来肉质白嫩，吃起来脆爽鲜美，是
此地人做油焖笋的必选，也可以用酱
油冰糖与黄豆同焖，做笋干豆。

祁妈妈曾给我念了几句找春笋
的顺口溜：“高山笋不优，平地笋成
竹，坡上出钩竿，坡下出良竹”。意思
是竹林地势越高，大雨把腐殖土都冲
走了，营养条件差，成竹率低，冒出头
的笋应该挖去八九成；平地或山谷
里，幼笋大多营养条件好，笔直粗壮，
成竹率高，一般挖去五成也就够了。

祁妈妈说，从前挖笋纯粹为生
计，如今她更为了来享受山间新鲜

的空气，连玩带走，仿佛登山春游。
她说，春天进山，在山道上常会遇见
腰别竹篓的采茶女工。她们也基本
上是各村的奶奶辈了，相约出来采
茶，见到山里一棵两棵的梅花桃花，
依旧会像小女孩一样，闹闹嚷嚷、喜
气洋洋地掰下一小枝花，插在发髻
上。采茶与挖笋一样，其实也是贴
补家用的一种有趣活动，可以让婆
婆奶奶们暂时从劳碌的家务事中摆
脱出来，把接孙子、烧晚饭、喂鸡鸭的
任务交付一天给晚晚在村头打牌下
棋的老头子，出来舒展一下腰身，过
几日少女时代般自由自在的生活。

挖完一片竹园的笋，找竹园主
人结算完工钱，竹园主人通常会将
刨断了根或长歪了或过于短小的笋
送一些给祁妈妈，说：“别嫌弃，回去
搞一砂锅腌笃鲜，能鲜脱眉毛。”

祁妈妈重新背上背篓，也不急着
回家，她搭上山间公交车，又匆匆赶
往大山里的一个古镇。镇上有个农
民活动中心，这天下午三点钟有一场
公益活动，请来了一位出访过日本的
非遗传承人，教前来参加活动的爹爹
奶奶们，在平常吃饭的素瓷碟上，画
寥寥几笔梅花雀鸟、竹叶兰草、南瓜
花、小螳螂，晾干后再上釉烧制。

祁妈妈告诉我，这两年，她在这
个农民活动中心学习写春联、编中国
结、扎制元宵灯笼、做蜡染布包、剪
纸、编织蒲鞋，还习得许多与乡村生
活完全无关的事：写诗、吹笛子、制作
蕨叶标本、拍摄与剪辑小视频，还用
山间的野花、野果插花。祁妈妈的儿
子在山中开了一间民宿，祁妈妈出品
的许多烂漫纯真的习作，都被儿子用
来装饰了民宿的客房和餐厅。

这次，祁妈妈在瓷盘上画了毛笋
冒头的场景，还有一只被惊扰的竹
鸡，从竹园的这一头蹿跳到那一头。
指导老师对祁妈妈的悟性和大胆运
笔惊讶不已，也赞叹不已。

更令他惊讶与惊喜的是，活动结
束后，农家爹爹与老妈妈们交了瓷
盘，陆续往外走，祁妈妈却红着脸，硬
要送给老师七颗竹笋。祁妈妈说：

“回家马上剥壳切片，直接以鸡油煎
熟，比什么都鲜。今天刨的笋，‘土
魂’还在，市场上的都隔了夜，滋味就
差上许多。”怕老师嫌弃这些笋没有
市场上买的那么茁壮齐整，祁妈妈又
解释说：“歪笋都是穿透山石障碍长
出来的，您尝一口就知道，好不容易
出土的鲜灵，那才是真鲜灵呢。”老师
顿时就明白祁妈妈那幅充满灵气的

“毛笋冒头”的画是怎么来的啦。

“乡音”征文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
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
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
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谢少芳芦洲飞桥
回乡下看望婆婆。婆婆八

十多岁，多是我们吃完饭，她还
在那里慢慢吃。骨头煲完汤，
我们都不吃，婆婆却一定要啃
干净上面的少少肉。“卖了，卖
了 ……”丈 夫 一 直 这 么 对 她
说。但婆婆不理，自顾低头吃。

丈夫的家乡是在惠州东江
边一个四面环水的小镇。一处
有 山 有 水 、有 开 阔 田 野 的 地
方。其实，那里可以说是东江
上的一个“岛”，名叫芦洲。

从地名就能想象到以前的
荒芜吧？林姓是这小镇上最大
的姓，聚居的村子叫青塘村，也
是这一带最大的村子，在江的
南面。东、西、北边相距几公里
处都有几个小的村子。

去年过年时，听到邻居的
小 孩 用 普 通 话 跟 我 家 侄 子 交
流，我觉得好奇怪。邻居平时
不 过 是 在 江 对 面 那 个 村 里 工
作、生活，离得并不远。问了丈
夫我才知道，他们村的人说话
跟相邻的村子并不同，语音区
别很大。我很惊讶，相差不过
三五公里，便是另一个语言体
系？不过他们村的话，别村的
人虽不会说，大部分人倒也能
听得懂。

嫁到这里二十几年，我每
年跟丈夫回乡几次。这里的生
活习惯和过节礼数，我觉得似
客家人。惠州的确有很多客家
人聚居。而丈夫一再否认。

新祠堂建好时，我去参观，
才知道他们这里开村的是一对
夫妻，当年由福建经海路入广
东，再走到现时的芦洲落了脚，
生了十个儿子，从此在这里开
枝散叶。

芦洲四面环水，交通极其
不方便。多数人现在出入惠州

市区时，还要靠渡船过江。多
年前，在东边最窄水面的地方
架了一座桥，但那边靠山，出入
的人很少。

我觉得，芦洲的地理位置
偏 僻 ，与 外 界 交 流 少 ，地 方 闭
塞 ，所 以 贫 穷 。 外 来 人 员 也
少。所以这里的语言经过几百
年 、好 多 代 人 ，至 今 也 没 大 变
化，还保留着整个家族乃至整
个村的一套独特语系。

丈夫说，他们的语言有点
似潮汕话。因为祖上由福建入
广东，经过潮汕，当年先人也不
知在那停留了多久，再分枝到
东江边。这是有些道理。

但 我 一 直 听 不 懂 这 里 的
话，好在大家用普通话交流也
没问题。改革开放后，村里走
出去打工上学的人多了，经常
是我对老一辈人讲普通话，而
年轻一辈的人主动跟我讲广州
话。但我还是留意到一些简单
的日常用语，比如丈夫说的“卖
了”，我知道其实就是“不要了”
的意思，还有“呷呗”就是“吃
饭”。

现在，家乡正在建设通往
惠州的另一座大桥。相信不久
的 将 来 ，芦 洲 会 迎 来 飞 速 发
展。虽然，现时的家乡同我初
嫁到的时候，已经变化很大，比
如有了水泥村道，村民也有大
部分建起新楼房，但我能想象
得到，交通方便后，肯定还会有
崭新模样呈现。

在深圳南山区拜访的第一站，是
叶秀添老人家，她住在星海名城二期。

听到脚步声，老人已面带微笑从卧
室走到客厅，欢迎我们的到来。她的家
收拾得真干净。老人家身体挺好，说
话、走路都没问题，她老家是河源龙川，
但听得懂普通话。她有两个儿子，如今
一直跟着小儿子住。小儿子已75岁，
自2009年退休后，他就带着母亲来到
深圳生活，现在一家人四代同堂。

小儿子走过来坐到我们身边，他
说，妈妈以前是农民，吃过很多苦，但
是身体还不错，现在生活都可以自

理，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不到了，今年
刚带她去做了手术。他说妈妈现在还
一顿能吃一碗饭。老人家在一旁笑
了，她头脑很清楚，我们的聊天她显
然都能听得懂，跟得上。她说自己50
多岁时去装了义齿。

老人的儿子说父亲去世得早，妈
妈以前吃了不少苦，干了不少农活。
他认为妈妈长寿的秘诀应该就是心态
好，爱和人交流，从没有被困难打
倒。她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显然也
激励和鼓舞着子孙后辈们积极向上，
所以才有了如今的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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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小资料：
姓名：叶秀添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18年6月（102周岁）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广东河源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是否识字：否
探访时间：2020年12月20日

老人资料卡

苦更添生之力量
人生苦短，却常常苦尽甘来。苦，不是坏事，反

倒可以给生命无限力量。因为苦，能练就好身板，
也能铸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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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猪肉的故事
□庞志超

叶
秀
添

微 信 扫
码 聆 听 上 期
乡音征文《三
月 来 赏 橘 红
花》粤语播音

戒指
□孙虹秋

□明前茶 中国大大美美
千年文脉天一阁

文/图 仇世鹏

余秋雨是在一个风雨天
走进天一阁的。而我探访天
一阁时，选了个晴朗日子。
我把行李放在民宿，沿着月
湖缓步向前，不一会，就到
了天一阁。

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
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
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里是中国藏书文化的典
范。记得梁启超说：“只有读
书可以忘记打麻将，只有打
麻将可以忘记读书。”而我在
麻将的发源地宁波参观天一
阁，想来别有一番趣味。

文人和书房总有着不解
之缘，比如归有光有“项脊
轩”，刘禹锡有“陋室”，杜甫
有“草堂”，而范钦则将他的
书房取名为“东明草堂”，因
藏书过多，又新修了一栋藏
书楼，这就是天一阁。我总
觉得，站在这些书房前，才
能真正理解那些“汗牛充
栋”“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等成语的缘起和生动。

刚进门，便被一圈素雅
的围墙吸引。灰白色的墙
上，泛着雨雪留下的潮湿痕
迹，诉说着古老的时光。据
说，它是范钦用来防火的
墙。它们不啻最忠诚的护
卫，既让历史的风云无法翻
过墙头，也让木制的藏书馆

屹立了千年。
草堂前，是范氏故居。

内部是明代书房的布局，范
钦分家授书的场景被固化成
了栩栩如生的塑像展现在世
人眼前。范氏后人立下禁碑
三种，条款十五项，只为能
确保“书不出阁”。而我一
想到其中那条“外姓人不准
上楼看书”的禁令，便想到
了一位嫁入范家只为上天一
阁看书的女子——钱绣芸。
我为钱绣芸扼腕叹息，因为
这“阁禁”分明被打破过啊，
康熙年间，外姓人黄宗羲便
被范家后人允许入阁，还留
下了一本《天一阁藏书记》。

往 前 走 ，就 到 了 千 晋
斋。这里汇聚着宁波本地藏
书家捐赠的大量书籍，是私
家藏书百川归流之处。在馆
中，得闻一件趣事。千晋斋
原来的主人马廉专爱收集被
轻视的小说戏曲，因此把藏
书 室 叫 做“ 不 登 大 雅 之
堂”——多率性的名字，这是
独属于文人的固执，也是藏
书家的自嘲与幽默。

站在天一阁前，我突然想

到《藏书之家》里的范容三
跪。“饥藏书，一字一句且为
肉；寒藏书，一张一页但为
裘。孤藏书，一册一卷援为
友；忧藏书，一籍一典解以
愁。喜藏书，一匣一箱但为
宝；乐藏书，一楼一阁且风
流。”中国的文化之火之所以
绵延不绝，正是这些默默无
闻、如同旧的线装书一样偏居
于历史一角的藏书家，用无声
而铿锵的赤诚、热爱与努力，
保存下了大量珍贵书籍。

当然，还有一类特殊的
人——修书人的功劳。作为
12 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之一，馆藏30余万册古籍的
天一阁里，将近四成的古籍
都需要修复。修复一页纸需
要数个小时，修复一整本书
需要一年甚至更久。这些修
书人应当就是现代的钱绣芸
吧，安于清贫的工资，只将
对书、对文化的热爱铭刻在
掌纹之中，竭力把沉入秋天
的古籍重新打捞回春天。

走过范钦的铜像时，一
枚落叶飘过，我分明看见他
身上泛起一种神圣的光。

一枚

▲天一阁
的庭院之一

▶ 范 氏
分 家 时 的 情
景重现

挖 笋 人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
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
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
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
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
系电话、身份证号码。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97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45874元
中奖基本号码：18 16 32 08 01 03 特别号码：22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62006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7516
524490

中奖注数
321
659

单注奖金（元）
58
39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2
7
67
126
2841

0
18992
9492
33500
12600
28410

1356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331544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9496

好彩1 第2021097期

投注总金额：439026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22 鸡 秋 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16986

12676

3934

5430

14261

242

52

1829

46

15

5

5

3D 第2021097期

中奖号码 1 6 8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5

1931
0

1864
164
81
0
12
0
0
2
1
92

本期投注总额：2113572元；
本期中奖总额：2343706元；
奖池资金余额：0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2008240
0

322472
1640
8424
0

252
0
0

1212
86

1380

开奖时间：2021年4月17日 ●●●●●●●●●●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12823812.5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52741556.7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97期

排列3 8 1 6

排列5 8 1 6 6 0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1145738 1403218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474

0

33129

29

本省
中奖
注数

541

0

1174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090982

超级大乐透 第21042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23 09 15 20 29 05 04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合计 196528824.5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93684367元

871261627.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4
1
1
1

156
117
117
117

三等奖
三等奖派奖

四等奖
四等奖派奖

五等奖
五等奖派奖

六等奖
六等奖派奖

七等奖
七等奖派奖

八等奖
八等奖派奖

九等奖
九等奖派奖

242
165
785
488

17300
11217
25320
16547
35794
22918
790064
510809
8509484
5509422

10000000
10000000
8000000
8000000
105679
35612
84543
28489
10000
5000
3000
1500
300
150
200
100
100
50
15
7.5
5
2.5

40000000
10000000
8000000
8000000
16485924
4166604
9891531
3333213
2420000
825000
2355000
732000
5190000
1682550
5064000
1654700
3579400
1145900
11850960
3831067.5
42547420
13773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