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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购彩
宿州彩民喜获一等奖

首次购彩就中得 15000 元奖金是什么感觉，宿

州彩民王先生（化姓）笑着说：“飞一般的感觉，就像

做梦一样！”也正是第一次与体育彩票的奇妙接触，

让王先生相信，原来彩票中奖是真的。

作为一名上班没多久的大学生，王先生的日子

简单而充实。近日，王先生和同事一块来到了体彩

店，看着同事全神贯注地研究大乐透号码，王先生对

柜台里花花绿绿的即开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了解到

游戏规则后，王先生让销售员帮他拿了50元的“太空

寻宝”，然后在一旁刮了起来，没刮几张，他在刮开区

竟然看见三个"15000"，一等奖就这样被“新手”刮了

出来，不仅让首次购彩的王先生喜出望外，也让同事

张哥羡慕不已。

当被问及奖金的用途，腼腆的王先生指了指手机

屏保，表示：“女朋友的礼物有着落了。” □ 吴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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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体彩大乐透18088期开奖，位于芜湖市弋江区森

海花园北门的 04039 竞彩店喜中追加三等奖 6 注，追加五

等奖120注，六等奖360注，最终获得奖金52230元。

大奖一出，04039 竞彩店内都沸腾了！因为中奖彩票

是一张 2268 元的 9+4 复式追加票，大家都很好奇：是谁这

么大的手笔？笔者在 04039 竞彩店了解到，中奖彩民不是

一个人，而是一群来自04039竞彩店的资深老彩民。原来，

在这家店，有一群十分热爱大乐透玩法的彩民，平时大家常

常聚在一起，一会儿在这个网点讨论号码，一会儿在那个网

点打票，他们在每个网点都混了个脸熟，大家彼此之间也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从今年上半年大乐透6亿派奖开始，这群大乐透玩法的

“精英”们就决定团结协作，集中大家的智慧，合力擒拿大

奖。同样是在这一期，他们让大家公认的幸运彩民老赵选

出了这组9+4的号码，大家集体讨论后，决定坚持守这注号

码直到中出一等奖为止。中奖这期是他们合买的第五十

期，此前，这组号码已累计中过近 10 万奖金。没想到这么

快就又中到了5万余元的大奖。你说大家能不兴奋吗？

幸运彩民代表老赵说道：“虽然不只我一个人中奖，可

我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些中奖彩民用事实向其他彩民说明

了体彩大乐透中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也证明了合买的

力量的确十分强大！这次中奖让大家士气大振，之后我们

还会继续合买。”

你瞧，他们正是因为追加才收获了更超值的奖金。所

以说，追加投注确实值得彩民朋友大胆尝试，该出手时一定

记得出手哦！ □ 胡志雄

团队作战，再摘大乐透大奖

多年守号无收获
天马行空却中奖

老王是位老合肥，也是位老彩民。每天买几

注体育彩票已经成为多年的习惯，老王非常喜欢

排列玩法，有一组号码老王已经坚持守号很多年

了，却一直与大奖无缘，但是老王却乐此不疲，把

购买体育彩票当娱乐来看待。

近日，老王来到相熟的位于合肥市长江西路

公园道一号第01766 号体彩网点，继续购买常年

守号的排列五号码，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

组不依靠走势图不依靠专家分析的天马行空的

号码，毫不犹豫让老板打出了这组号码。老板并

不是很看好这组号码，但是老王心态很好，觉得

反正是娱乐嘛，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谁知道晚上一开奖，老王这组天马行空的号

码居然中了第18225期排列五一等奖，10万元奖

金！老王高兴地告诉工作人员，人生处处有惊

喜，当你觉得前路难行时，换一个思维也许能获

得更大的收获。 □ 茆璐

倍投排列三
天长彩民收获20余万

体彩排列三玩法简单，中奖容易，在天长市深受彩民喜

爱，基本上每天都有彩民中奖，还有不少彩民通过倍投的方

式赢得万元以上大奖。近日，天长市秦栏镇秦关大道的

22212 网点传来喜讯，彩民王先生喜中排列三直选 4 注 50

倍，奖金208000元。

据了解，王先生是一位忠实的体彩彩民，购买体育彩票

已有七年时间了，尤其对排列三玩法情有独钟，由于该玩法

盘子小，规律性强，善于钻研的他从不固定一种选号方法，多

会根据当时情况灵活运用。说起这次中奖，王先生很是兴奋，

他一直希望自己能中出一个大奖，所以都是进行倍投，多年的

选号经验以及对数字的敏感，使得王先生常常能够在走势图

上看出些“名堂”，这次，他从走势图的形态入手，最终锁定了

“1、7、5”这三个号码，并一举拿下奖金20余万。对于奖金的

安排，王先生很淡然，目前还没有想好怎么安排，先把钱存起

来，等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 张雷

黄山，
从默默无闻到惊艳世界

1973年，《安徽画报》复刊后，郑

昌嶷成为摄影记者，后任安徽画报社

编辑、采编室主任，他见证了画报最为辉煌的时期。

1977 年，省里派了一个 7、8 人的采访班子奔赴黄山，郑

昌嶷作为《安徽画报》的摄影记者，也是其中一员。他在黄山

一呆，就是一年多。

2017年，记者登门拜访时发现，老人家中不大的客厅里，

墙上挂的都是在黄山拍摄的作品，桌子的玻璃下压着当年刊

载过黄山照片的《安徽画报》，卧室里摆放着拍摄黄山所获的

荣誉奖杯……不仅他的个人作品获得了诸多殊荣，《安徽画

报》对于黄山的宣传报道，更是让黄山成为名震天下的奇山。

此前，黄山尚未开发；报道一出，黄山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

1990年，郑昌嶷在黄山拍摄的40余幅作品作为珍贵的图

片资料报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联合国进行实地考

察，黄山从此被收入了“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

为捕捉最好的镜头，他屡次陷危机
没有缆车和索道，当年，还未开发的黄山，所有的画面，

都是郑昌嶷等人徒手、徒步攀爬捕捉而来。

没有登山鞋，只能穿着塑料凉鞋。无论是刮风下雨，还

是料峭严寒，郑昌嶷等人每天从日出到日落，唯一的任务就

是捕捉各种天气、各种角度下的黄山。

郑昌嶷回忆，有一次拍摄北海的画面时，为捕捉一个镜

头，顾不得脚下的悬崖峭壁，竟然一个酿跄，滑了下去。幸运

的是，脚底正好有个大坑接住了自己，虚惊一场。

为了摄影，郑昌嶷吃了很多苦头。在画报工作期间，有

一次拍摄时任省委书记万里在大会上讲话的照片，为了最好

的角度，郑昌嶷爬到最高的梯子上，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当时

就站不起来了……

“因为真心热爱摄影，热爱画报，这些苦和危险都意识不

到了。”郑昌嶷笑着说。看到画报的作品所获的荣誉，他觉

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生钟情黄山 晚年仍惦念画报
昨日，记者来到郑昌嶷老人的家中悼念。他的老伴，85岁

的钱维增正在收拾、整理老人生前的摄影作品和明信片。

“他这辈子就喜欢黄山，每次去都要拍很多照片。”钱

维增说。1999 年，69 岁的郑昌嶷再登黄山，仍像第一次那

样激动、惊喜，那是他与黄山的最后一次碰面。

如今，郑昌嶷家中收藏的印有自己作品的明信片已经所剩

无几。而就在去年采访结束时，老人还翻出了两张珍贵的明信

片，送给了记者，上面印着他亲自拍摄的黄山美景。

郑昌嶷的一生，如他镜头里的黄山一样，坚韧、高洁。

2017 年 7 月，在市场星报创刊 25 周年暨安徽画报全新

复刊、安徽画报网上线仪式上，郑昌嶷作为老报人，接收了来

自新报人的致敬。

斯人已逝，但安徽报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使命和担

当，永不消逝。

悼念《安徽画报》原摄影记者、著名摄影家郑昌嶷先生

他的镜头，让黄山
从寂寂无名到名震天下

2018年 9月 2日凌晨，原安徽画

报社编辑、采编室主任、高级记者、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郑昌嶷先生病逝，

享年88岁。

他的摄影作品被印作明信片在国

内外发行；他的《迎客松》制作成巨幅

照片在海内外展出；他的《海外琼岛》

被印制成国家总理签名贺年卡赠

送给各国首脑；他的《黄山松云》

入编 1995 年小学教科书第四

册；他的40余幅黄山摄影作品

作为珍贵的图片资料报送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是他的荣誉，也是

《安徽画报》的荣誉。

□记者 汪婷婷/文

黄洋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