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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之喜！
潍坊彩友收获七乐彩200万元大奖！

“潍坊福彩”订阅号二维码 广告

  12月7日晚，福彩七乐彩2022141期开奖，当期全国

仅开出1注一等奖200万元，幸运大奖花落潍坊。幸运站

点为潍城区37070256号福彩站，中奖彩票是一张投注额

为10元的机选单式票。近日，中奖彩友赵先生（化姓）

现身潍坊市福彩中心领取了奖金。

  “我买福利彩票整整十年时间了，我可是老彩友

了！”赵先生开心地和工作人员聊天。赵先生回忆说：

“十年前，我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参与售楼处的抽奖

活动时，意外抽中了一台空调。那天，我们一家人在饭

店吃饭庆祝，饭后回家的路上，正好看见一家福彩站，

我心想今天运气不错，适合买彩票，于是就随机买了1

注双色球。我的运气还不错，中了5元小奖，虽然钱不

多，但是那天的好彩头让我高兴了好一阵。从此，也开

启了我的购彩之路。”

  说起这次的中奖经历，赵先生表示完全是个意外之

喜。原来，赵先生虽然是个有十年彩龄的老彩友，但他

钟爱双色球，一直坚持购买双色球，其他游戏则鲜少关

注。12月7日下午，下班途中，赵先生拿着上期的双色

球彩票来到潍城区37070256号福彩站兑奖，当期共中得

390元奖金。兑完奖后，赵先生像往常一样与销售员钱

大姐聊起了天。虽然仅中得390元，但赵先生觉得这是

个好兆头，高兴地说：“我的大奖很快就要来了！”钱

大姐也衷心地表示：“希望你很快就能抱得大奖！”当

听到钱大姐说“上期的七乐彩头奖轮空，今晚2元冲击

300万元”时，赵先生突然来了兴致，果断决定机选5注

试试运气。

  当天晚上10时许，赵先生拿起手机查询七乐彩的开

奖号码，这一查，让他的心一阵“嘭嘭”乱跳，开奖号

码竟然和他几个小时前机选的其中一组号码一模一样！

面对接连中出的惊喜大奖，赵先生表示：“以前买彩票

总是花心思研究很多号码，得失心太重，现如今心态放

平了，反而得到了意外的惊喜和收获，真是太幸运

了！”

  面对中得的奖金，赵先生不希望打破原本宁静的生

活，“平时自己是啥样，中奖后依然要保持啥样”，奖

金暂时先存起来，等以后再做打算。他还表示，今后仍

会保持平常心，随心购彩，理性投注，期待与更多惊喜

不期而遇！

              （潍坊福彩 孔倩倩）

回村“掘金” 新农人实现田园创业梦
郑少辉发展多种经营，有力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

  12月14日下午，昌邑市卜庄镇郑家村一处成方连片的麦田里，郑少辉正在查看小麦长势。33岁的郑少辉还有另一个身
份：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新时代新农民。回乡十多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在土里“掘金”，以科技赋能发展，在土
地集约化经营的基础上，发展果园、苗木、淡水虾养殖等多种经营，实现创业梦想的同时，还有力带动了乡亲们增收致富。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伟丽 通讯员 衣兰宁

提出成立合作社的想法

被朋友、邻里认为不切实际

　　和每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样，2010年夏天，城
市择业和返乡创业的不同选择摆在了郑少辉面前，他
最终选择了后者。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
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让郑少辉
感觉到自己期待已久的机会来了，他要承包土地，搞规
模经营。然而，当他满怀激情地找到朋友、邻里提出一
起成立合作社的想法时，大家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土地承包费、人工费、肥料等成本根本不是村里贫瘠的
土地收入所能承受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参与。
　　最终，父母拿出多年的积蓄支持了他，再加上他
自己打工两年多攒下的钱，郑少辉去村里承包了300
亩荒地，开始了种田生涯。

买大型农机具，学习无人机技术

实现集约生产、科技种田

　　为了学习如何种田并种好田，郑少辉没日没夜地
待在田里；为了节约成本，他自己学会操作农用机
械，自己拉土垫地。土地平整完，他也从一个白净的
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壮汉子。

　　2014年夏天，农田丰收了，小麦粒粒饱满，产量
非常喜人，可是核算成本后，郑少辉却发现像当初邻
里说的那样“基本是白忙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后，他决定自己买大型农机
具，学习无人机技术，用一次性投入的方式，节约人工
成本，实现集约生产、科技种田。而为了分散风险，除了
种植基本的农作物，郑少辉还选择了果园、苗木等多种
经营。目前，各项收入趋于稳定，“钱”景较好。

养殖淡水虾产量高

引得村里人争相来学习

　　2015年，郑少辉与部分村民一起重整废弃池塘、
湾沟，承包池塘60余亩，开始养殖淡水虾。从选择虾
苗、学习养殖到寻找销路，郑少辉通过购买书籍、视
频学习、实地考察等途径，逐渐掌握并创造了一套科
学的养殖方法，当年下来，他养殖的淡水虾产量竟比
有20多年养殖经验的老虾农还要高，引得村里人争相
来学习。老少齐上阵，经验和创新并存，养虾业已然
成为村里的一大支柱性产业。
　　2021年，他又试验温室养虾的方式，通过搭棚，
提前育苗，让成虾提前上市，利用时间差，提升价格
优势，有力促进了村里的虾农增收。在销售方面，除
了与潍坊周边县市区，以及烟台、威海等地客户建立
合作关系外，更是借助互联网手段为本村及周边村庄
的养殖户开拓了新的销路。

郑少辉在查看小麦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