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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来以来，温州市民政
局连续17年开展“真爱到家
福彩助力”助圆大学梦项目，从
2007年的资助8人、每人3000
元、年支出公益金2.4万元，到
2023年共支出396万元福彩
公益金。截至2023年，此项活
动已累计资助温州地区4044
名困难大学生，累计支出福彩
公益金约2943万元。

“我想告诉学弟学妹们，大
学生活丰富多彩，要多参加志
愿活动，多去图书馆，放手去拼
搏。”2021年苍南受助学子郑

宗莎站在2023年全省助学仪
式苍南会场的舞台上，落落大
方地讲述着自己的求学故事。

每年7月，温州市福彩中
心、各县区民政等都会开辟10
余条公开报名热线，困难大学
新生可向各县区民政、市福彩
中心、温州晚报等渠道报名申
请该资助。

温州市福彩中心、各县
(市、区)民政局、媒体等通过走
访、实地考察报名学生情况，并
在媒体中进行典型专题报道，
讲述感人求学故事。各县(市、

区)民政局、市福彩中心等单位
向社会公布资助名单，接受监
督。资助资金由温州市民政局
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下拨至各
县(市、区)，由各县(市、区)民政
局统一发放至受助人的银行
卡，申报市本级渠道的受助对
象助学金由市福彩中心通过

“一键达”系统发放至受助人社
保卡中。

2024年夏天，温州福彩将
帮助480名困难大学新生迈进
梦想的大学校园。

据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

福彩公益金 助圆大学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龙、凤、锦鲤、白鹤等形象是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吉祥
物”。刮刮乐，作为传递幸
运、奉献爱心的载体，与传
统吉祥物建立了深深的联
系。留意刮刮乐的人想必
会看到栩栩如生的吉祥物
出现于票面上，或写实、或
卡通、或手绘。

吉祥物—龙

刮刮乐遇到龙，送您一
点红。囍、甲辰龙等刮刮乐
中均出现了龙的身影，或龙
飞凤舞、或瑞龙纳福、或福
龙贺岁，形象各异的龙让人

心生欢喜，期盼好事发生。

吉祥物—凤

龙凤呈祥、龙章凤彩
……不少事关“龙凤”的成
语传达出美好的寓意，因而
刮刮乐票面中出现过一些
龙凤形象，借以表达吉祥如
意、好事连连。

吉祥物—鱼

刮刮乐“连年有余”中
选取了鱼的形象，以“莲花”
和“鱼”为主要视觉设计元
素，寓意“年年都有剩余，一
年比一年好”。这款极具中
国传统韵味的刮刮乐，上市

后受到众多购彩者的偏爱。

吉祥物—鹤

刮刮乐“喜相逢”“和合
美”等都有仙鹤元素，或卡
通形式、或白描形象，表达
出浓郁的好运氛围，同时宣
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除了上述形象，也有其
他的吉祥物印制于刮刮乐
票面，如白鸽、蝴蝶等等，它
们共同构成了刮刮乐“吉祥
物群像”，既是对文化的传
承，又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许，更是对购彩者最真挚
的祝福。

据省福彩微信公众号

刮刮乐里的“吉祥物”

7月2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第2024083期开奖，
本期双色球开奖号码为3 9 14
29 32 33 15。

一等奖中出8注，单注奖金
为780万余元。中奖情况：浙江
1注，福建2注，江西1注，湖南2
注，广东1注，广西1注。二等奖
中出101注，单注奖金为27万余
元。六等奖中出769万余注。本
期销量3.78亿余元，筹集公益金
1.36亿余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
计金额24.04亿余元。

双色球
第2024083期开奖

一等奖8注
单注奖金 780万

哈市礼化街101号多位居民反映：

院里多棵榆树连年遭虫害
社区：已协调物业园林等部门 一周内给大树喷药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
仲亮 栾德谦 文/摄）“快救
救这些大树吧。”日前，哈尔
滨市道外区礼化街101号
院多位居民向生活报热线
反映，院里多棵榆树连年遭
受虫害，树叶被虫子啃得千
疮百孔。这些虫子还常常
聚集在纱窗上，有的顺着窗
户缝钻进室内，影响生活。
22日，帮办记者来到现场
进行采访。

22日中午，记者来到道外
区礼化街101号院看到，院里种
植了10余棵胸径10余厘米的
榆树，其中八棵榆树已遭虫害，
树叶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
孔。记者观察发现，啃食树叶的
虫子长约2厘米，身体呈深褐
色，头部呈黄褐色，有触角还有

翅膀。“不仅是我们101号院的
榆树遭了虫害，103号院也这
样，还有礼化街上的榆树也是。”
居民聂先生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对礼化街沿途及
礼化街103号院进行了实地走
访，发现这些地方的榆树也遭到
了不同程度的虫害。

榆树叶被啃食得“体无完肤”

“院里的榆树连年遭虫害。”采访中，聂
先生告诉记者，他是这里的老住户，近五年
来，院里的榆树每年都被虫子“侵蚀”一次，
这些虫子不但啃食树叶破坏绿化，还影响
居民的日常生活，“楼体外墙上、纱窗上都
是虫子，尤其住在一层的居民，饱受虫子的
袭扰。”李女士家住一楼，她告诉记者，每年

五六月份是虫子最多的时候，有的虫子顺
着窗户缝往室内爬，开门时总要用手轰一
下，以防虫子“趁虚而入”。

采访中小区居民告诉记者，居民曾多次
把此事反映给社区和物业，偶尔能看到有人
来给大树喷药，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治，希望
有关部门能搞一次彻底的“灭虫行动”。

小虫子透过窗户缝往屋里钻

对此，记者来到道外区仁里街道办旭
光社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社区的确接到
过12345民生热线转办的关于榆树遭虫害
的投诉，目前，社区已联系小区物业以及道

外区园林部门，经过协调，预计本周之内，
将对礼化街101号、103号院等多个点位出
现虫害的榆树进行喷药消杀，同时修剪已
经出现虫害的榆树枝叶。

社区：已联系物业园林等部门喷药

记者将虫子的照片发送给哈市园林部门的专家，据专家介绍，这种虫子叫榆绿毛萤
叶甲，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等，专门啃食榆树。成虫及幼虫均食害叶片，严重时整株
叶片无一完整。老熟幼虫群集于主干上化蛹时，常分泌液体招致霉菌，引起枝干变黑。

是谁啃食了榆树叶？榆绿毛萤叶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