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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元元宝宝、、观观音音像像，，市市民民大大开开眼眼界界
“点匠·烟台”公益鉴宝活动成功举行，200多位市民冒雨前来鉴宝

晚清时期的金元宝。 持宝人带来了清代的玩具车。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张萌 张鹏会) 12日，

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承办的红
星美凯龙“点匠·烟台”公益鉴宝活
动成功举行，200多位市民冒雨前
来，众多宝贝也获得专家肯定。其
中一位市民带来的11面观音更是
成为本次鉴宝活动的“宝王”。

12日下午，虽然风雨交加，但
是丝毫阻挡不住烟台市民鉴宝
的热情。200多位市民冒雨来到红
星美凯龙建材商场，参加本报承
办的公益鉴宝活动。

“我们是从蓬莱赶过来的。”
市民蔡女士说，她听说这次公益
鉴宝活动后，专程和儿子一家从
蓬莱赶来。她们所带来的虎皮三
彩罐和水仙盘也获得了鉴宝专
家李笑涛的肯定。

李笑涛介绍，这对虎皮三彩
罐是民国时期的东西，已经有百
年历史，当时主要被用作储糖
罐，看起来造型十分优美。

“这座11面观音像是今天活
动当之无愧的宝王。”三位鉴宝专
家异口同声所称道的这个宝物是
市民宋女士带来的一座铜观音。
说起这座观音像，还是她几十年
前在青海工作时，一位朋友的赠
品。在手头珍藏了这么多年，她这
次就想让专家给鉴定一下，没想
到这个宝贝这么珍贵，现场惹得
专家叫好。据专家估算，这座观音
像价值几十万元。

市民丛先生这次带来了一个
金锭，也就是俗称的金元宝。专家
刘春阳介绍，这个金元宝是晚清时
期的东西，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金元
宝就这么大，古代称1两，重31克左
右，也是个不错的宝贝。

活动现场，市民王先生带来
的等子秤和象牙钟馗也获得专
家点赞。3个小时的时间里，3位专
家一共为200多位市民现场鉴宝。

“收藏一定要有所研究，看
好再下手。”在这次鉴宝活动中，
不少市民带来的宝贝其实就是
一个工艺品。三位专家还分别针
对玉器、瓷器、家具、杂项，进行
了简单的专题讲座，对收藏界行
情进行了分析。

全全国国首首个个苹苹果果产产业业基基金金在在栖栖霞霞启启动动
富农苹果产业基金规模总计10亿元，由政府引导，受证监会监管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王
晏坤 通讯员 王强 言芳
晓明 海超) 10日上午，栖霞
市首个政府引导基金——— 富农
苹果产业基金正式签约启动。
据介绍，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苹
果产业专项基金。基金成立后，
将致力于对栖霞苹果进行全产
业链投资，打造出苹果种植行
业的一支行业龙头，最终实现
服务果农。

据了解，富农苹果产业基
金由栖霞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与重庆宜和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天赋动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联合发起，落户栖霞
市翠屏街道办事处。

基金设立后，将引入市场

化管理机制，政府参与，重点引
导外来资本、社会闲散资金入
栖投资，旨在为栖霞苹果产业
创造更好的金融投资环境，并
全力支持配合栖霞市苹果产业
的升级改造。

作为烟台苹果主产区，栖
霞市苹果种植面积达到了100

万亩，其中盛果期果园71万亩，
年产量达20亿公斤左右，被中
国果品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
苹果第一市”“中国苹果之都”
等称号。苹果产业发展壮大起
来之后，随着城市化推进及年
轻人多外出打工，进入新时代
苹果产业又面临劳动力不足、
后继乏人的局面。并且苹果产
业在规模经济、产业化上离发

达国家、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
定距离。种植效率更高、收益更
大、更生态健康、全产业链式的
家庭农场将成为苹果产业的发
展方向。

为彻底解决苹果产业化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富
农苹果产业基金应运而生。基
金成立后，将致力于对栖霞苹
果进行全产业链投资，筛选栖
霞优质苹果种植地块进行大规
模产业化种植，打造集科研、种
植、休闲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园，
将苹果树的科学种植、生态农
业、循环经济集于一体，并对该
批果园进行长期、有效地投资
及管理，打造出苹果种植行业
的一支行业龙头，最终通过交

易平台实现产品定价权的目
的。

据了解，该基金由栖霞市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代表栖霞
市人民政府出资2000万元作
为政府引导基金参与设立，该
基金规模总计10亿元，首期募
集规模3亿元。基金形式为有
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在证券业协会备案，受证监会
监管。

栖霞市副市长鲁明义称，
栖霞市富农苹果产业基金的
设立，体现了栖霞市政府支持
农业产业化特别是苹果产业
化的意图，基金的成立将极大
地促进栖霞苹果产业升级发
展。

烟台将开展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检查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张萌 通讯员 晓
平 )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了解
到，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事业
性和中介服务收费行为，减轻企
业负担，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山东
省物价局工作部署，决定自7月中
旬开始，开展涉企行政事业性和
中介服务收费重点检查。

此次检查的重点内容，主要
是行政机关无法定依据指定或要
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机构服务并收
费等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审
批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主管的社
会组织强制收取中介服务费，行
业协会商会利用行政职能强制入
会收费或在会费中等各种乱收费
行为。检查自7月中旬开始，至9月
中旬结束，重点检查2014年1月至
2015年6月发生的价格行为。

对检查出的乱收费行为，将
按照宽严相济原则，据情节轻重
予以处理，对隐匿不报、被重点检
查出来的违规问题，将依法从严
从重惩处。

西炮台路封闭施工

49路公交绕行

本报7月12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郝亮亮 ) 日前，从
烟台市政部门和燃气公司获悉，为
更换燃气管道，西炮台路将整体全
封闭施工。施工日期从7月13日开
始，为期10天，施工期间将禁止一
切车辆通行。

受此影响，市运管处决定将运
行此路段的49路公交线路临时调
整。绕行方案为：不再运行西炮台
南路、西炮台路、西炮台东路、前进
路路段，临时绕行南大街、建设路
路段。绕行期间沿途临时停靠建设
路、东方巴黎齿科医院两个站点，
不再停靠西炮台路、西炮台东路、
前进路三个站点。待施工结束后再
恢复原线路。

全市食品小作坊

已备案200余家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秦雪
丽) 日前，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印发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备案性管理办法，要求食品小作坊
进行备案编号，以更好地保证市民
餐桌安全。

从4月1日实施以来，截至6月
底，全市已办理小作坊备案200余
家。结合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和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检工作，各县
市区食药监部门都把食品加工小
作坊备案工作纳入重中之重。

几千年前的彩陶罐也来到现场

市民宋先生这次带来
了一个彩陶罐，从上世纪五
十年代起，这个罐子就一直
跟随着他。但是对于罐子的
历史和价值，他一直不是很
清楚，这次就专门过来请专
家给鉴定下。

专家李笑涛说，这个彩
陶罐还真不简单，已经有几
千年历史了。从宋先生的收
藏来源来看，应该是出自西
北的马家窑，颇有历史价值
和收藏价值。

除了这个陶罐，市民徐

先生也带来了一个陶罐。经
专家鉴定，这个陶罐是西汉
时期的东西，也有2000多年
历史了，当时是用作储水的
容器。听了专家的讲解和介
绍之后，陶罐主人十分高
兴。

8件瓷器贯穿清朝到解放前

这次活动现场，市民阮
女士一共带来了8件瓷器。
这些瓷器主要都是瓷碟、瓷
碗。据阮女士介绍，这些都
是家里人传下来的东西。

“这些东西还都是真
品。”李笑涛说，这些东西有

晚清的，有民国的，还有抗
日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当
时主要是日用品，所以就一
直保存流传了下来。收藏人
说，其中的一个瓷盘就是奶
奶吃饺子用的。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个

火锅。”市民谢先生带来的
一件瓷器是火锅，不过可惜
只有上半部分，下面的缺失
了。专家对此十分惋惜，如
果保存完整，这个东西价值
会高很多。

本报记者 王永军

花絮

鉴宝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晚清时期的十一面铜质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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