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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18014期二等奖全国开出53注，单
注奖金 188566 元。池州彩民王先生为 1 注单式票
守号投注多年，终于中得大乐透二等奖。

王先生已退休多年，是体彩的老彩民，还是大乐
透的忠实爱好者，每期都买10元。王先生介绍，“我
都不知道自己中奖了，星期一照常去我经常买彩票
的翠屏苑体育彩票店，要求业主对下再复制时，业主
把奖票对下对我说‘老先生您坐下，我告诉你一个好
消息，您中了二等奖188566 元’。”知道自己中大奖
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让家人到彩票店分享喜悦，然
后询问业主兑奖流程，去哪地方兑，要带哪些资料。

王先生称，这五注号码是他刚开始购买大乐透
的时候认真研究编写的，当时写完号码，看着号码
还不错，就一直坚守至今，已经有 5 年了，守号 5 年
以来只零星中出小奖，但从未放弃，每次都打这五
注号码，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没想到，这份坚持真的
带来了好运，真的中了大奖。

王先生表示，购买大乐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
惯了，还会继续下去。 ▋ 程曦

超级大乐透18009期淮北12023网点中得一注二
等奖，奖金 338952 元。可中奖彩民迟迟未现身兑奖，
直到前几天，中奖彩民王先生才来到体彩中心兑奖。
原来，王先生早已知道自己中奖了，只是出差在外地，
可他却十分淡定，因为他清楚超级大乐透兑奖期限自
开奖日起60个自然日内。

据王先生介绍，这次中奖多亏自己的超级大脑。王
先生是超级大乐透的铁粉了，购买超级大乐透已成为他
平时生活里重要的一项内容，什么投注方式都试过，复
式、胆拖、机选、倍投等，这次就用的是机选，因为当时路
过彩站，匆忙中没时间看号。彩站销售员按了一下机选
五注键，王先生看一下感觉不好，换；销售员又按了一下，
王先生说再换；销售员又按一下，王先生还说换；销售员

快速地按了几下，王先生说停。可销售员没有刹住，又多
按了一下，投注界面又是一组另外组合的号码，不是王先
生刚刚想要的机选号，王先生感觉刚刚前面随机的5注
号码特别好，可彩票机器不能返回前面一次的机选号，这
怎么办呢？王先生只能靠着自己强大的记忆力了，他坐
下来静思一下，用笔写下大脑中瞬间记住的3注号码，

“03、05、17、19、25+06、09”“10、12、28、30、34+04、07”
“08、11、12、27、31+09、12”。将这三注号递给销售员又
再机选了2注，打了一张5注号码的10元票。王先生的
感觉出奇得好，这张彩票居然中了超级大乐透的二等奖，
而且还是记住的号码里的其中一注。

兑完奖后，王先生表示将会一直支持超级大
乐透。 ▋方强

淮北“最强大脑”喜中大乐透33万

守号五年
池州彩民中了18万余元

涡阳县彩民马先生（化名）坚持购买大乐透彩
票10年，近日终于得到了回报，收获1注二等奖，奖
金92558元。

据马先生介绍，大乐透2007年上市销售，经过
初步熟悉后，他2008年开始购买，每期投注10元，
一期不落，十年如一日，买的是盼头和希望。十年
时间，他总共投注 1 万多元，偶尔也中过 5 元、10
元，甚至几百元的小奖。当日，他用03、22、24作为
前区的胆码，加上其他心仪的号码，后区全部用03、
11，组成5注单式票，这天的开奖结果是03、22、24、
29、34+07、11，第 2 注中了“5+1”，二等奖，奖金
92558元，这也是当期安徽省唯一的1注二等奖。

“只要中奖，我就快乐，无论大奖小奖，享受的
是中奖的过程。”马先生兴高采烈地介绍着他的购
彩经历，“中小奖是小回报，这次得到了大回报，一
下中了 9 万多块，其实不中奖也有回报，每天早晨
和晚上我到小区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时就在想，体
彩公益金捐赠的这些器材就是对不中奖者的回报，
是对所有人的公益。” ▋黄桂峰

购彩十年
涡阳彩民喜中9万多 安徽竞彩微信二维码体彩安徽微信二维码

错打错中迎来意外之喜
对于彩票，往往难以捉摸，有时候，千

挑万选去投注，却与开奖结果相差深远，还
有的时候，你的无心之举，甚至是失误之
举，却刚刚好与开奖结果吻合。错打错中
的故事发生在亳州市这位女销售员身上。

近日，3427027010网点销售员刘静在
给竞彩老客户李先生打竞彩2串1时，由于
店内人多嘈杂，思想不集中，误把赛事期号
周五输成周六。由于李先生本单投注1000
倍，刘静只能自己承担出错票的钱，又重新
给李先生补打 1000 倍。可是当晚李先生
的投注与开奖结果不符没能中奖，周六刘
静自己承担的错票却爆出惊喜，不仅中奖，
还由于赛事出现冷门而奖金丰厚。就这
样，原本郁闷亏了 2000 元的她，一下子进
入到盈利28000元的喜悦中。 ▋张贵

营销峰会 成少儿出版交流新平台
为期3天的本次营销峰会的主题为“新时代、新出

版、新营销”，旨在共同探讨新媒体融合、新零售时代前
沿趋势，共襄新出版和实体书店新零售、新营销的创新
驱动大计，共谋社店协同合作的新典范。通过渠道上
下游的真诚交流，总结经验，寻求新突破，开创新模式。

现场，华东六家少儿出版社也将他们最新出版的
精品图书和畅销好书带到了合肥。如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带来《不一样的卡梅拉》、福建少儿社带来《我的
妈妈是精灵》、江苏少儿社带来了曹文轩的《青铜葵
花》、明天出版社带来了童书皇后杨红樱新作《笑猫日
记·又见小可怜》、浙江少儿社《狼王梦》，作为东道主
的安徽少儿社隆重推出了《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第三辑）、《小猪佩奇》系列最新作品、《幻影游船》等
国际大品牌、国内顶尖原创等精品图书。

图书市场 得少儿者得天下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雷在现

场分析的《2017中国少儿图书零售市场现状与趋势》

中显示，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为 803.2 亿，较
2016 年同比增长 14.55%，延续了近年来的增长势
头。其中，2017年图书零售市场的增长有1/3以上来
自于少儿类图书。杨雷表示，无论对于出版社还是书
店来说，“得少儿者得天下”。

杨雷表示，无论是从 80/90 后父母的消费意愿、
儿童零花钱、压岁钱数额节节攀升，自主消费成发展
趋势、整个少儿教育和少儿培训市场的发展态势以及
欧美国家少儿图书市场的地位等，都预示着少儿类图
书在中国图书市场中还将有更大的发展。

未来书店 不再像书店
百道网顾问徐智明在现场上做了关于“对实体书

店未来发展的预测和想象”的报告。他表示，“书店是
新零售业态的新尝试，你很难区分它是一家超市，还
是一家餐厅，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实体书店即将普遍
成为文化空间，销售功能越来越弱。”

未来出版商开书店是趋势之一。他认为，“儿童书
店的大未来一定不在童书的销售，而在于教育化、在于

为儿童及家长的综合文化消费提供服务。基于以孩子
为核心的家庭文化消费服务基础之上的购物中心店有
大连锁机会，也有单独建设儿童mall的可能。”

少儿出版 要慢写作精出版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中国分会原主席海飞曾把中国童书出版格局称之为“举
国体制”。在谈到新时代中国图书出版，要努力实现出
版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移，营造世界格局中
国图书出版的大时代等追求的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
童书在高速出版之下也有重复出版、多版本的出、盗版
等不少乱象问题存在。海飞呼吁儿童文学作家写作慢
下来，童书要精出版，提高童书出版自身的质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结合当下的市场环境对少儿出版
未来的发展愿景抱以美好期待。他认为，中国少儿出
版当前面临着空前的历史机遇，信息技术再一次成为
推动世界进步的强大动力，少儿出版一定要抓住这一
机遇，新技术的运用将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

“华东六少”相聚合肥
共话新出版

众人在各出版社展台前选书

携手走过三十二年，“华东六少”已经成长为中国少儿出版的发展
典范，可谓“天下童书，半自华东”。昨日，2018年华东少儿出版联合
体营销峰会在合肥拉开序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
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国际
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席海飞，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股份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民，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股份公司党委委员、
总编辑林清发，山东作协原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刘海
栖，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雷，龙之媒、快书包创办人、
百道网顾问徐智明等领导、嘉宾、经销商500余人一起汇聚合肥，共话
“新时代、新出版、新营销”。 ▋记者吴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