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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销售金额：868100元。

本期任选六中六出自：厦门

3502093230门店（2注）。
1269105.00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9月
2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 23199期开售时间：2023年
7月 27日 20：10：00。止售时间：

2023年7月28日20：00：00。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31选7附加第2319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7月27日

本期开奖号码：02+05+06+10+12+26+31 13
本期出球顺序：05+10+06+26+31+02+12 13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36选7第23084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7月27日

本期开奖号码：07+12+18+20+25+34+36 33
本期出球顺序：12+36+20+34+18+07+25 33

本期销售金额：790328元。
64251797.2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3年 9

月2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 23085期开售时间：2023

年 7月 27日 20：10：00。止售时
间：2023年7月29日20：00：00。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幸运奖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10注
23注

340注
460注

9683注
0注

单注奖金

0元
0元

2993元
500元
50元
20元
6元
0元

投注方式
任选一

任选二

任选三

任选四

任选五

任选六中六

任选六中五

任选六中四

猜单双一单

猜单双二单

猜单双三单

猜单双四单

猜单双五单

猜单双六单

猜单双七单

猜单双全单

猜单双全双

本地中奖注数
57注

403注

613注

152注

9注

2注

26注

376注

0注

0注

59注

0注

0注

0注

0注

0注

0注

单注奖金
31元

22元

128元

900元

8,000元

84,000元

100元

10元

76元

13元

4.5元

3元

4元

9元

46元

610元

1,225元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31选7第2319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7月27日

本期开奖号码：02+05+06+10+12+26+31 13
本期出球顺序：05+10+06+26+31+02+12 13

本期销售金额：2427178元。
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 期 一 等 奖 出 自 ：三 明

3504080192 门 店（1 注 ），
3504080522门店（1注）。

下个派奖期次派奖奖金
300000元。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9
月2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 23199期开售时间：2023
年 7月 27日 20：10：00。止售时
间：2023年7月28日20：00：00。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派奖
一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2注
2注

74注
190注

5152注
46974注

2注

单注奖金
1198075元
50822元
1200元
200元
20元
6元

15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福建省）第2319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7月27日 本期开奖号码：0 7 9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 53646796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831378元。
10373429.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3年 9月 25日，逾期

作弃奖处理。
第 23199 期开售时间：2023 年 7 月 27 日

21：10：00。止售时间：2023年7月28日21：00：00。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
注数

249注
249注

单注
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
合计

24900000元
249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319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7月27日
本期开奖号码：0 7 9 0 1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期全国销售金
额：19423450元。

152767737.38 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3年 9月 25日，逾
期作弃奖处理。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https://
www.lottery.gov.cn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22选5第2319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7月27日
本期开奖号码：01+08+11+13+21
本期出球顺序：13+21+08+01+11

本期销售金额：104030元。
34726.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9月2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 23199期开售时间：2023年 7月 27日 20:10:00。

止售时间：2023年7月28日20:00:00。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87注
1983注

单注奖金
0元

50元
6元

投注
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组选3赠票
组选6赠票

全国
中奖注数
23471注

0注
24932注

0注
0注

本地
中奖注数

583注
0注

452注
0注

48注

单注
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134元
67元

体 彩 开 奖 公 告

7 月 25 日，国网龙海
区供电公司在防汛重点变
电站开展 2023 年变电站
防台防汛无脚本实战应急

演练。
通过本次演练，检验了

防汛抢险预案的可操作性、
合理性，指挥决策的准确

性、规范性，防汛抢险调度
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对意
外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马冬萍）

国网龙海区供电公司

开展变电站防汛应急演练

“我们一家人，就能演一台戏。”98岁的老母亲王超
英自豪地说，近百岁高龄的老人家身体仍旧很硬朗，面
色红润、双眼有神。“可以说杨氏一家，相当于小型歌舞
团，堪称洛阳文艺第一家。”洛阳镇文史研究会会长陈德
杉说，他还特别为之赋诗，“南音琴韵曲艺幽，童谣讲古
信天游。古镇复兴文脉留，杨氏之家数风流。”

杨家老二杨江东，曾是县高甲剧团国家三级演员，
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非遗项目《闽南讲古》福建
省代表性传承人；老三杨安东，曾在县高甲剧团担任乐
队队长，现为福建省曲艺家协会会员、非遗项目《泉州
歌诀》泉州市代表性传承人；老四杨华东，曾任洛阳西
乐队队长 20多载；老五杨远东，曾是民间职业剧团演
员；而妹妹小琼、小玲，则有一副好歌喉，常登台演唱，
同样热爱文体活动。

20世纪70年代，杨氏兄弟就组建了惠安县第一支铜
管乐队，老二负责“中音号”、老三担任“小号手”、老五则
任“圆号手”。他们还组建了惠安声艺乐团，三兄弟登台

演唱演奏，老大弹“电吉他”，老
二江东演唱，老三弹“电贝司”。
杨荣东说：“即使如今大家都已
六七十岁了，但对艺术的热爱不
减，只要兄妹7人聚在一起，在家
中或在洛阳桥畔或KTV里，总
能不自觉演奏高歌一曲。”

泉
州
这
家
人

能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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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据介绍，民国时期杨氏先祖买下了位于洛阳
古街驴仔铺（菜巷口）的10多个店铺，后来家道没
落，剩下如今的5间。2022年9月，荒废多年的祖
屋启动修缮，用作老二杨江东的《闽南讲古》传习
所及老三杨安东的《泉州歌诀（童谣）》传习所。

7月 25日上午，《闽南讲古》《泉州歌诀（童
谣）》传习所迎来揭牌仪式。过去 17年间，老二
杨江东凭着对“闽南讲古”的热爱，他把退休生活
都献给了“讲古”，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

“讲古”。他说：“我从小就是文艺分子，喜欢说说
唱唱，曾外祖父是洛阳古街里的老中医，也是一
名‘讲古人’，空闲时就会在洛阳古街（原商会旧
址）讲古，外祖母和母亲也能讲好多洛阳桥神话
故事，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不知不觉中对曲艺、
讲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杨江东初中毕业时参加了业余文艺宣传队，
经常下乡给村民表演曲艺，之后一直保持对曲艺
的热爱。2006年，他在参加讲古人大赛时获得
优秀奖，还成为当地电视台《泉州讲古》栏目的嘉
宾讲古人，并在聚龙小镇成立了《闽南讲古》传习
所，传授闽南语文化。

老三杨安东精通小号、二胡等乐器。2003
年，在本报主办的泉州歌诀创作大赛中，他创作
的闽南方言童谣《惠安女 水茫茫》获三等奖，还
被“中国学前教育”作为中国职业园长实践研修
班本土文化教材，并在闽南地区推广。此后，他
专注童谣创作，在疫情期间创作了不少闽南童
谣，为家乡抗疫助力。

杨安东这些年来坚持到校园教授闽南童谣，
希望借助闽南新童谣，更好地推广闽南文化。

“我们兄弟俩的传习所如今都落在了祖屋，
心也有了归处，这是我们‘闽南讲古’和‘泉州歌
诀’萌芽的地方。”杨江东表示，今后两家传习所
将给地方文化爱好者提供交流和研究的平台，学
习、传承、研究闽南特色文化，洛阳镇素有“文化
古镇”之称，希望讲古、童谣、南音等多种非遗文
化传承薪火相传。

在泉州洛阳古镇，生活着这么一个文艺世家，家中5个哥哥，2个妹妹，吹拉弹唱，样样精
通，而他们的启蒙老师，则是如今已98岁的母亲王超英。在过去那个生活单调的年代，母亲
唱的各种经典歌谣，撑起了兄妹7人的童年。

近日，老二杨江东的《闽南讲古》传习所以及老三杨安东的《泉州歌诀（童谣）》传习所，
在杨氏祖屋共同迎来了揭牌仪式。海都记者前往探访，聆听了关于这个文艺世家的故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杨氏祖
屋里，老太太王超英坐在躺椅上，为我们真情演
唱抗战时代的经典歌曲《松花江上》，这是王超
英年轻时最爱唱的歌，每每唱起，她总会陷入难
忘的回忆里。

老人年轻时参与文宣工作，被称作洛阳古
街的“金嗓子”，师从中国著名歌唱家和作曲家、
世界十大民歌之一《康定情歌》的采集者和改编
者吴文季。

“能让观众感动落泪的才是好歌，当时在排
练《松花江上》演出时，老师会把姜片放在我的
眼睛前，这样会落泪，唱起来也更有感情。”王超
英喃喃说着。

1946 年在台湾台南出生的杨荣东，是王
超英的大儿子，常年定居香港。这次两位弟
弟在祖屋开设非遗传习所，78 岁的他特地回
乡见证捧场。杨荣东能歌善舞，16 岁时就在
惠安县歌剧团工作，曾任惠安声艺乐团团长、
三明市艺术团团长。此后，他代父亲继承家
中产业，到香港从商做起了生意。虽从事的
工作与文宣毫不相干，但总能在其所到之处
的社会团体中，见到他编排节目、上台表演的
活跃身影。

“我和弟弟妹妹从小就在文艺气息浓厚的
家庭里成长。先祖杨景清是清末廪生，工诗
书，曾获福建省省长萨镇冰授亲笔‘令德孔照’
匾额；父亲杨祖琛为儒商，饱学之士，而母亲王
超英则是书香门第出身，善于歌谣，长期活跃
在舞台上。”杨荣东介绍，这样的成长环境，造
就了家中的孩子从小就热爱唱歌跳舞。

个个能歌善舞
家庭艺术氛围浓厚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组乐队建乐团
堪称洛阳文艺第一家

祖屋变身非遗传习所
为文化古镇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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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三兄弟年轻时参加的演出

杨
荣
东
对
着
老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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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上世纪70年代杨氏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