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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河北省蛇年首注双色球

一 等 奖 在 衡 水 市 新 华 路 休 闲 广 场

13180080号福彩投注站产生，年仅 25

岁的小董 (化姓)第二天下午就匆匆领

奖，奖金到手，小董乐得合不拢嘴：“中

了810万元大奖，就连结婚娶媳妇我都

没有这么高兴过！”

别看小董年纪轻轻，却已经是有

六七年工龄的“维修专家”，在企业属

于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月薪达到

4000 元，每天开着小车上下班，日子

过得蛮不错。

两年前，小董在周围工友的影响

下开始买起了彩票，虽然收入不低，但

小董买彩票却从不大手大脚，每次都

是花8元钱随便买4注双色球，偶尔尝

试着买点快 3 或者 3D、刮刮乐。2 月

17 日，刚刚开工上班，小董就特意来

到工厂旁边的投注站，和投注站老板

寒暄之后顺便买了 4 注双色球彩票。

2月 19日，小董和工友来到投注站，将

彩票递给站主验票后，遗憾地发现一

个号码都没中。小董未加思索，干脆

让站主再照打一遍。有道是有意栽花

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810 万大奖

就这样诞生了。

第二天上午，厂子里召开表彰大

会，陪同小董买彩票的工友突然接到了

投注站老板托人打来的电话，说投注站

中出了810万元大奖，大奖得主很有可

能就是厂里的工人，希望他帮忙和工友

们打声招呼，相互提醒一下看看手里的

彩票，千万别弄丢了耽误兑奖。正在一

旁的小董听得一清二楚，连忙掏出手机

上网查询，双色球开奖号码出现的那一

刻，他不由得暗暗一惊：810 万元大奖

得主正是自己！

中午，小董悄悄离开厂区，回家报

喜，并拨通了省福彩中心的热线电话

咨询领奖事宜。为节省领奖时间，小

董特意在衡水提前办了一张中国银行

卡，然后与哥哥、弟弟开车直奔省会，

此时的他甚至来不及换下上班时穿的

那件棉衣，棉衣上不仅布满了油渍，而

且两只袖口都开线露出了棉絮。办理

领奖手续的过程中，小董脸上始终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一直觉得能中

20万元左右的二等奖就够了，没想到

居然中了 800 多万，就连结婚娶媳妇

都没这么高兴过。”小董的一句话逗得

大家哄堂大笑。 钟才

本周具体走势预测如下。

大小方面：综合上三期，红球大数开

出 7 枚，红球小数个数开出 11 枚。本周

大数应该在 9 到 10 枚之上，预计红球大

数依然会多开，具体看好 19，23，27，29，

31，33。

奇偶方面：综合上三期红球奇数开

出9枚，红球偶数开出9枚。偶数个数本

周将大幅回升，应在 9 到 10 枚。综合考

虑，本周需特别防范偶数强烈开出，本人

看好红球偶数是：12，14，24，38，32。

和值方面：上周第 022 期和值 57，第

023期和值104，第024期和值102。本周

继续趋向大和值。上一周和值幅度总体

来说偏差比较大，本周可能迎来大幅回

升。综合考虑下周和值在走中大的可能

性较大，关注78-145区间。

跨度方面：上三期跨度分别开出18、

29、26。而红球多集中在一三区开出，存

在过热情况。从历史数据上来看，本期

跨度预计会在25到30之间开出。

蓝球方面：上三期蓝球分别开出07、

05、09，从上周蓝球开出情况来看，本周

需要重点关注蓝球中号。从近期蓝球走

势分析来看，本期继续重点关注在 9 的

左右蓝球开出。

下周综合推荐。精选红球15码：03、

07、09、10、12、13、14、18、19、22、24、25、

26、31、33。

蓝球：01、06、07、09、11、16。 骏宝

六安一彩民
单挑一注号揽奖20万

福彩3D第13055期和 13056期，分别开

出 456和 139奖号。其中13055期和13056

期全省平均中奖率分别为 81.1%和 93.3%。

在3D13055期，彩民投注比较看好的是089、

845、258等号码投注注数都在2000注之上。

而在13056期的投注中，780、845、385是热

点，投注注数都在2000注之上。

在 3D055 期 的 开 奖 中 ，六 安 市

34130009号站点的一彩民，在13张彩票上，

直接对“456”单选倍投共200倍，对“456”组

六倍投5倍，共获奖金20.08万元；同期，合肥

市34010134号站点的一彩民，在4张彩票

上，共对“456”单选倍投81倍，获奖金8.1万

元；淮南市34042041号站点一彩民在1张彩

票上，直接对“456”单选倍投50倍，获奖金5

万元；滁州市34091002号站点一彩民在 1

张彩票上，直接对“456”单选倍投50倍，获奖

金 5 万元。在 3D056 期的开奖中，芜湖市

34034001号站点的一彩民，在连续打出的7

张彩票上，共对“139”单选倍投110倍，获奖

金11万元。 唐钟义 陈浩

打工仔重打旧票中810万大奖

骏宝双色球一周分析

看好大跨度 “龙头凤尾”关注单数

“特产”奇瑞，一企带半城

没有对比，难见差异。寻访江北之

前，记者在芜湖主城区“晃荡”了半天。

高楼林立，柏油马路宽阔平整，街面干净

清爽，绿树成荫。繁华的沃尔玛商圈，还

能看到几名高鼻梁、白皮肤的“老外”。

据芜湖市民介绍，到处都可以看到

的奇瑞，是上世纪90年代初，芜湖市委、

市政府明确提出建设“汽车城”的目标，

将汽车及其零部件作为支柱产业，下大

力气培育和发展出来的。

1997年3月18日，奇瑞汽车发动机

厂正式破土动工，芜湖从此拉开了建设

“汽车城”的序幕。如今，“奇瑞”产销双

双突破5万辆、跨入中国轿车企业8强。

一花独放不是春。在芜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记者看到，以西门子、江森自控

为代表的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内知名汽

车零部件企业齐聚于汽车电子产业园、

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

16年间，奇瑞发展成为芜湖唯一一

家拥有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完成了“一

辆车”激活一片城的使命。数据显示，奇

瑞集团目前的总资产达725亿元，累计

上交利税280亿元 ；累计出口创汇42

亿美元，2011 年出口创汇占全市约

44.4%；直接就业5.6万人，带动就业10

万人。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样本之二

“雄鹰”芜湖两岸展翅告别“钟摆”生活

芜湖的特产是什么？开

奇瑞A5出租车的哥指着自

己的方向盘：“奇瑞汽车啊！”

的确，在芜湖的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奇瑞的身影；据

的哥介绍，很多奇瑞还没上

市的新车，都会被用作出租

车，先跑上几个月再说。

对于芜湖这座生长于长

江边上的城市而言，一江两

岸，如同左右翅膀，想要“飞”

得更高，双翅得一齐给力。

如今，位于长江东岸的芜

湖市，依靠“特产”奇瑞汽车的

拉动，飞速发展。左岸江北开

垦，既是必要，也是必须。

近年来，芜湖市的决策

者们已觉察到两岸巨差，并

提出全面转型，跨江发展新

战略。这一站，记者踏访芜

湖江北产业集中区，探寻产

城一体发展的江北模式。

39路“高速”公交

从芜湖市区北上，驱车过长江大桥收

费站，沿合芜高速行驶约20分钟，沈巷出

口下高速，便是江北产业集中区的起步区

——江区沈巷镇，面积15平方公里。

位于皖江东岸的芜湖经济开发区，近

年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此时，芜湖市的决

策者们将目光投向了江北。

2010 年 1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实施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名字中带有‘产业’二字，但并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一个开发区、工业园区。”芜湖市发

改委人士介绍，坐拥滨江岸线港口优势的

江北产业集中区，将会成为一座集聚200

万人口的现代化滨江新城，是未来“大芜

湖”的三大主城区之一。

在产业定位上，除了芜湖优势产业。

更重要的是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

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

服务业。预计2015年，基本形成江北产业

新城的雏形。

据介绍，如今的集中区，起步区一期5

条共11公里的路网已经建成，道路绿化基

本完成。去年还重新调整规划了一条连接

芜湖市区至江北产业集中区的一站式公交

线路，20公里路程，一趟3元。

有趣的是，这条线上的39路公交被“特

许”上高速，且必须保证乘客一人一座位，

严禁超载。

告别“钟摆式”生活

39路的存在，催生了一大批家住沈巷

镇，工作在芜湖市区的“钟摆工”。公交集团

负责人管经理介绍，39路公交日均运载超过

2000人次，最高日均运载达4000人次。

21岁的曹轩便是一名“钟摆工”。他家

住沈巷镇，每天坐39路到江对岸的芜湖经

济开发区一家汽配厂上班。“我去年回来

的，之前在上海打工。”2010年高中毕业后，

曹轩随老乡一起前往上海。

去年下半年，曹轩回到家乡芜湖县沈巷

镇。除了思乡，更重要的是薪水，同岗位只比

上海低四五百元，且免费提供三餐，五险一金

齐全。

回芜湖后，曹轩发现，以前上海打工时生

活成本高，每月最多攒1000元多点，现在住

家吃厂，每月能攒下1500元左右。

“芜湖早期的开发区，建设初期以工业

为主，三产配套依赖老城区。现在，形势变

了。”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季

学敏坦言，“这样可招不到人，留不住人。”

“首批420套安置房已经交付使用了，

后面几期正在加紧建设。”集中区负责人告

诉记者，江北将按照产城一体理念建设，这

里不仅有产业区，还有生活区、娱乐休闲

区、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区，可以满足产业

工人和各类人才安居乐业。

记者 张华玮 丁林 王小雨 李青松

《长江商报》记者 马秀佳 刘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