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民喜爱的七星彩玩法自上
市以来，凭借其独有的玩法魅力
陪伴广大彩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
惊喜年华。随着2013年到来，体彩
七星彩的出奖势头愈发强劲，仅
半个多月就送出头奖5注，并在本
期产生了山东省 2 0 1 3年的首个
500万元大奖。可谓七星彩送新年
好彩头，与喜爱它的彩民共贺新
年。

2 0 1 3年0 1月1 8日，七星彩第
13008期开奖，本期七星彩送出一注

头奖，被山东彩民独揽。二等奖开
出11注，每注奖金为55683元；三等
奖开出217注，四等奖开出3405注。
除一等奖外，山东彩民还收获了三
等奖3注，四等奖115注，可谓大小奖
均有所斩获。

“4488037”，是本期七星彩的开
奖号码，大小比为3：4，奇偶比是2：
5，和值为34。本期号码偶数明显占
优，其中“4”和“8”各开出两次。

据悉，中出本次500万元头奖的
是临沂市第22416站点，据机房检

索，中奖票为一张面值10元的单式
票，5注号码中的第3注为中奖号
码。至于是自选还是机选，需要拭
目以待大奖得主为我们揭开谜底。

新年伊始，体彩各玩法就掀
起了夺金狂潮，此次七星彩中出
500万大奖，更是打响了山东彩民
中取500万大奖的第一枪，相信七
星彩玩法在新的一年里将不负彩
民众望，以更多的大奖回馈喜爱
它的彩民。

(朱德慧)

七星彩送新年好彩头
山东彩友喜中头奖500万

家住烟台芝罘区的彩友小
宫新年交好运，于1月4日一举
揽获了排列5头奖10万元。1月4

日是今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小
宫笑着对大家说，自己这是开
门见喜。

1月12日，小宫现身兑奖中
心前来兑取幸运。原来节后的8

个工作日，又恰逢春节将至，让
他忙得不可开交，兑奖的日程被
一拖再拖，小宫心里对这个大奖
也越发地期待了。来到兑奖中心
的小宫介绍说，自己是一位体彩
的忠实彩友，熟悉体彩的各种玩
法：“我喜欢有变化的生活，购彩

也是一样，每隔一段时间，我就
换一种玩法，最近就非常喜欢排
列5。”每天，小宫下班后坐公交
车回家时，都会琢磨一下今天买
什么号码：“我从不守号，每天都
换一组号码购买。”下公交车，小
宫就来到住所附近的06308号体
彩站，购买自己选出的一组号
码，有时心血来潮还会买上几张
顶呱刮即开票。

领奖后，小宫说道：“新年
收到体彩的大礼，真是让我兴
奋极了，春节一定备足了年货
回家看望父母，让打他们跟我
一起分享大奖的快乐！”(于丹)

“呵呵！我抽中有彩票组三等
奖啦，刚收到快递寄来的电源！”
在烟台市区一体彩站里，彩友王
先生兴奋地对站长说。

自“体彩乐透星期三”微博抽
奖活动开始后，得知无彩票也可
以参与抽奖，于是王先生就参与
了几次无彩票抽奖，但是都没有
中奖，后来想想何不购买大乐透，
参与有彩票抽奖，如果幸运的话
双重中奖岂不是更带劲！于是，他
每次买大乐透回家后都不忘再微
博上参与抽奖活动，结果喜获奖
品。

在烟台，“体彩乐透星期三”
微博抽奖活动受到了广大彩友的

积极响应。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不
少彩友已经收获了体彩大乐透送
来的新年礼物和意外惊喜。许多
体彩站长在销售大乐透时，也总
是不忘告诉彩友回家记得参与

“体彩乐透星期三”微博抽奖活
动。不少在活动中抽中奖品的彩
友，回头再来体彩店投注时，也不
忘晒晒自己的奖品，体彩带给彩
友的乐趣真是不一般！

“体彩乐透星期三”微博抽奖
活动1 2月1 2日开始，活动将持续
到2013年3月27日，共65个笔记本
电脑、4 5 5个 i P a d和 5 . 2万个移动
电源等着您来领取。快来登录活
动页面spor t s .qq . com/dlt .h tm，各

种时尚数码好礼，尽在“体彩乐透
星期三”微博抽奖活动，体彩等待
您的参与，祝您收获大礼！

(苗艳玲)

“乐透星期三”好礼送不停

烟台彩友晒奖品
排列5年初送好运

烟台彩友喜领十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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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大秧歌扭了600年
颇具乡土文化气息的民间表演曾获国际比赛金奖

隔通讯员 孙衍湖
隔本报记者 刘清源

年关将至，忙活了一年的人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叙叙家常了，不过，也有
不少人紧锣密鼓地忙活了起来。海阳大秧歌从明初一路演绎至今，已有600年
历史，颇具乡土文化气息的海阳大秧歌还曾获得国际比赛金奖。

斗场讲究“三出三进”大礼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海

阳人王瑾兆曾是海阳市文化
馆馆长。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已经步履蹒跚，但说起海阳大
秧歌来仍是激情澎湃。

在海阳大秧歌里，最讲究
的是“礼节”二字。如果两支秧
歌队碰头了，就一定要行三出
三进的大礼。所谓三出三进，
就是两支秧歌队分别前进三
次，再后退三次，每次要向对
方表达礼节。当然，每一次进

退不仅要表达礼节，也要互相
尽展绝活，亮出看家本领，就
是所谓的“斗场”。

在王瑾兆的记忆里，有一
次特别难忘的斗场。那一年，
一支集合了全国不少表演艺
人的考察队来海阳考察海阳
大秧歌。王瑾兆商量大家伙，
得用三出三进的大礼迎接考
察队，不管对方怎么接，海阳
人得尽到礼数。考察队一到海
阳，火热的海阳大秧歌就迎了

上去。看着秧歌表演者们一次
次有秩序的精彩表演，考察队
里的专业舞蹈演员也耐不住
性子，随手拿起了手帕，配合
着秧歌锣鼓点儿即兴表演起
来。虽然不是秧歌对秧歌的回
礼，但都是高级别的表演。一
来一往中，双方使出了浑身解
数，民间秧歌和专业舞蹈家们
在这样的艺术碰撞中，真真切
切地感受了一回纯粹的艺术
交流。

从前男扮女，如今女扮男
明清时，扭秧歌的只有男

人没有女人，这与当时的社会
风气有关。扭秧歌的男人是要
有武术基础的，才能耍得风生
水起。王瑾兆说，他很怀念旧
年月里的秧歌，说蹲下就猫到
最低，说跳起来就如弹簧一
样，气势如暴风骤雨般。

但现在很少有武术基础
的人来扭秧歌了，更多的是女
人在扭秧歌扮男角，多了优美
的身段，但少了些阳刚气。

1959年，烟台市举办全市群
众文艺汇演，当时烟台市群众

艺术馆的工作人员到海阳挑节
目，负责文化工作的王瑾兆有
些犯愁，他手里并没有现成的
节目可以演。他灵机一动，想到
了秧歌，就对工作人员说：“俺们
就有个秧歌，您看看能行不？”

王瑾兆临时凑了几个文化
馆的同事，又拉上几位村民，在
村子里敲锣打鼓就扭了起来。
这一扭，可乐坏了群艺馆的工
作人员，就要这个原汁原味的
节目。从此海阳大秧歌一路舞
到了济南、北京以及全国各大
都市。1980年，海阳大秧歌这一

地道的乡土艺术登上了国家最
高舞蹈学府，成为北京舞蹈学
院民族舞系学生必修课，并先
后获得国家级各类奖项30余
项。1994年第四届“中国(沈阳)

国际民间(秧歌、舞蹈)节”上，应
邀参加的海阳大秧歌以浓郁的
地方特色，质朴豪放的风格和
精湛的技艺，在数十个国内外
强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举夺得了这次国际大赛最高
奖——— 金玫瑰奖。

2006年，海阳大秧歌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海阳大秧歌扭得风风火火。（海阳市文化
馆供图)


	J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