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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8“选五”实力出圈
想不快乐都不行！

买菜换零钱，

高密彩友意外中奖10000元

  10月30日，高密市民王先生（化姓）和爱人一起来到
了当地菜市场，看到出入口处有好多摆地摊卖新鲜蔬菜
的，于是就走到一位老大爷的摊位前挑选了起来。等选

完蔬菜要付钱的时候，才发现老大爷没有微信收款码，自
己又没带现金，正在发愁之际，老大爷提醒他到旁边的商
铺去换点儿零钱，王先生环顾四周，发现身后有一家福彩
站，便快步走了进去。
  以前王先生也买过几次彩票，对彩票也多少有些了
解，他觉着光麻烦销售员找零不合适，就随便说了5个号
码让销售员给打了张快乐8选五单式票，此时他心里甚至
都没考虑是否能中奖。开奖后的第三天，王先生不经意
间从口袋里摸出了当时买的彩票，于是就查了一下中奖
信息，一看5个号码竟然都是中奖号码，这让他激动不已，
没想到不经意的一次购彩竟然“歪打误着”，中奖
10000元。

尝试才有机会，

奎文彩友喜中奖金17260元

  10月30日晚，快乐8游戏第2022289期开奖，位于奎文
区胜利街与虞河路东南角37070213号福彩站上彩友中出
快乐8“选五四胆全拖”，奖金17260元。
  据销售员李春峰介绍，王先生（化姓）是90后，也是站
上的老朋友，特别喜欢尝试新事物。在他心中，快乐8属
于年轻人的游戏，自打这款游戏刚上市时他就开始接触，
经过慢慢尝试，他渐渐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玩法———“选
五四胆全拖”，用他的话说，胆拖投注中奖率高，时常有
惊喜。
  王先生选号有一个习惯，喜欢将快乐8的号码表分成
4个选号区域，每个选号区域20个号码。这次在11-20区
域，看到11、12、13、14、19、20连着几期没出，便从中选出了
11、13、14、19作胆码，进行全拖投注，没想到这次尝试就收
获奖金17260元。
  福彩快乐8，从“选一”到“选十”，再从“单式”到“复

式”“胆拖”，多种玩法给彩友们带来了全新的中奖体验，
也让大家有了多种快乐。让我们相约快乐8，向幸运
出发！
      （潍坊福彩 夏存森 赵昌霞 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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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饰品制作，迈出创业第一步

  今年40岁的何玉霞出生于昌乐县鄌郚镇荣山官庄
村，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为给家里
增加一份收入，2002年她去淄博周村一家毛纺厂打工。
半年后，她又自学了理发，准备凭借这门手艺养家糊
口。恰在这时，她听到昌乐一家皮革制品厂招工的消
息，思乡心切的她回到家乡，成为皮革厂的一名工人。
　　有一次，皮革厂根据客户要求，生产一款缝制的饰
品。工厂将饰品制作外包，何玉霞自告奋勇接下了这
个活。她发动亲朋好友，迅速拉起了队伍。之后，她忙
前跑后把控质量，最终顺利完成了这批订单。订单完
成了，赶做订单的队伍也正式建起来了。在工厂没有
类似订单的时候，如何把这批人用起来，何玉霞决定
“走出去”，自己找订单、自己找活干。
　　认准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2006年，何玉霞从皮
革厂辞职，决定自己寻找订单和原料渠道，和她的团队
专心做起了承接手工活的业务，开启了自主创业模式。

9000多万个饰品，做出300万元市场

　　何玉霞承接的手工饰品，主要根据客户订单需求
进行设计和制作，产品繁多，价格不一，最便宜的一种
蝴蝶结饰品的价格只有两三分钱。利润虽薄，但她努
力让客户满意。有的客户提供样式，她就严格按照客
户要求组织制作，确保成品“不走样”；有的客户不提供
样式，她就根据产品设计5款以上的样式，供客户选择。
　　饰品不大，但学问不小。为增加饰品文化内涵，以
创新顺应设计潮流，她成立3人设计团队，跟进前沿设
计款式，不断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保证产品品质，在全
县设立了14个手工制作点，每个点设置20人左右，通过
“以老带新”的方式加强日常培训，提高生产效率，以
“总成本优先”的策略实现薄利多销。
  如今，她每年“订单式”制作各类饰品9000多万个，
与“三顶织带”“姚明织带”等品牌经销商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市场也逐渐从国内发展到日本、韩国、美国等
国家，年产值300多万元。

一人带动300多名家庭妇女就业

　　订单越做越多，市场越做越大，何玉霞在创业路上
也越走越宽。但她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一直考虑如
何把产业做成事业，带动更多家庭增收致富。
　　何玉霞所接的饰品订单，主要以织带为原材料进
行手工制作，于是她发挥昌乐县织带产量占全国20%
的优势，一边不断开拓饰品市场，一边主动对接织带工
厂，在中间环节创新发展出“手工艺制造、微资金投入、
工厂化运营”的“手造微工厂”模式，将饰品加工嵌入产
业链条，以提升饰品价值链带动更多人就业增收。在
她的带动下，有300多名农村家庭妇女实现“居家就
业”，每人每小时收入6元至10元，做到务工、顾家、农忙
“三不误”。有8名残疾人也加入到她的创业团队，靠着
勤劳的双手编织美好生活。
　　投身创业大潮，何玉霞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现
在，她注册商标、申请专利、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她和她的“手造微工厂”模式，赢得了更大的市场。

小小蝴蝶结起步
创造年产值300多万

  她，24岁从工厂辞职，在家做手工活，走上创业之路；她，
勤思考、善琢磨，打通饰品研发、制作、销售全链条，以小饰品
闯出大市场；她，创新发展“手工艺制造、微资金投入、工厂化
运营”的“手造微工厂”模式，让家庭妇女“居家就业”，带动一
方共同富裕。她，就是昌乐腾轩工艺品厂负责人何玉霞。

何玉霞察看五颜六色的创意产品。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洪明 通讯员 郝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