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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市市农农村村商商业业银银行行““微微时时贷贷””系系列列产产品品快快递递

惠农贷是对符合贷款条件的
农户发放的用于生产经营、生活
消费的贷款。

适合人群：
从事种植、养殖、经销、加工、

运输等行业的农户
申请条件：
1、年满22周岁，年龄+贷款期

限≤63
2、具有泰安地区常住户口且

有稳定住所

3、拥有贷款用途
所对应行业持续 1年
(含)以上成功自主经
营经验且经营状况良
好

所需资料：
1、身份证、户口本、婚姻证

明、当地居住证明
2、营业场所租赁合同或产

权证明(经销类、加工类、运输类
农户提供)

出国劳务贷是针
对出国劳务人员发放
的用于缴纳出国前各
种费用的贷款。

适合人群：
获准出国(境)从

事劳务的个人
申请条件：
1、年满20周岁，年龄+贷款

期限≤63
2、具有泰安地区常住户口

或有稳定住所
3、经具有劳务输出培训资

格的单位培训合格，具备一定
的劳动技能

所需资料：
1、身份证、户口本、结婚

证、当地居住证明
2、相关出国劳务证明材

料，如护照、签证、出境证明、培
训证明、出国劳务协议、相关缴
费单据等

支农惠农 经营消费 小额信贷惠农贷 出国无忧 就业增收 精准放贷出国劳务贷

本报泰安3月13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先波 朱宁) 本报联合省
地矿五院鉴定中心，举办翡翠珠宝玉石
免费检测大型公益活动，先后为市民免
费检测珠宝玉石300余件。有人把人造
硼铝酸锶当成夜明珠，有客商给两万元
也不卖。

11日上午，省地矿五院鉴定中心的
两名工作人员，在地矿大厦(美若山水
酒店二楼)免费为广大消费者进行珠宝
玉石鉴定。

9时许，一名老人背着小包，来到鉴
定中心，小心地拿出3件玉石首饰。在现
场登记期间，该老人介绍，大约10年前，
他花1200元买了其中两件，一直珍藏
着，也没怎么戴。“当时买的时候，对方
说是和田玉，我也没多想就买了，但心
里一直纠结这个事。”经过鉴定，老人带
来的3件首饰，都是和田玉。“这下我也
就放心了，太谢谢你们啦！”老人不停地
说着感谢。

家住泰城的李先生，与他父亲一
起，拿来10多件珠宝玉石类首饰，“以前
比较喜欢这些玩意，经常会购买一些，
但时常也会看走眼。”李先生的“宝贝”
中，有一个圆形的透明物，有乒乓球大
小，中间有一个圆孔。“这个是清朝官帽
上的用的，当时买的时候对方说是水晶
的。”经过检测，李先生其他物件都没问
题，就这个“水晶”检出了“毛病”。“这个
不是水晶，就是一个简单的玻璃制品。”
得到这一答复，李先生肯定的点点头，

“就这个物件我心里一直没底，这样我
也就有数了。”

有一对老夫妇，拿着一个简陋的首
饰盒，从里面拿出两个鸽子蛋大小的物

件，“这是夜明珠，可值钱了，你们给检测
检测。”鉴定中心工作人员简单查看后，
告知老人，这不可能是夜明珠。随后经过
系统检测得知，该物件为人造硼铝酸锶，
遇强光照射，可在短时间内保持亮光。

得到这样的答复，两位老人显然没
反应过来。“之前有位客商，给两万元我
们都没卖，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有市民
闻言也都凑过来查看，“这东西在各景
区旅游品超市都有销售，也就10几块
钱。”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仪器的辅助
下，依据专业知识进行检测，是什么就
是什么，不会乱说。“我们可以给消费者
出具国家承认的权威鉴定证书，消费者
可以拿着我们的鉴定证书，到相关机构
做进一步验证。”工作人员说，市场上的
一些玉石类首饰，简单地通过经验或感
官判断，根本无法分辨真假。

“现在的翡翠玉石造假手段主要是
用强酸浸泡、腐蚀，从而达到去掉黑脏
的目的，再用高压将环氧树脂或替代充
填物注入用强酸腐蚀而产生的微裂中。
有时在进行酸洗充胶的同时，还进行染
色。”工作人员说，无论用何种手段，处
理的玉器在经过仪器鉴定时，都达不到
相关标准，从而露出“马脚”，但部分市
民经常抱有侥幸心理，在一些地摊或外
出旅游时，总想花低价淘个好宝贝，结
果经常上当受骗。

鉴定中心工作人员翟彬提醒，市民
在购买珠宝玉石、贵重金属时，应选择
在正规商城或专卖店购买，还要留意查
看相关的权威检测证书。若消费者感觉
所购商品存在问题，可到权威的珠宝玉
石鉴定机构进行检测。

本报联合省地矿五院免费鉴宝300余件

““夜夜明明珠珠””价价值值不不菲菲 可可惜惜是是人人造造的的

本报泰安3月13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先波 朱宁)

此次免费检测大型公益活动现
场，省地矿五院鉴定中心工作人
员先后为市民免费检测珠宝玉石
300余件。其中，旅游团购和超市
中奖促销所购买的珠宝玉石类物
品，问题比较集中。

11日下午，王女士拿着几件
首饰，来到检测中心，“这些年经
常外出旅游，每到一处旅游景点，
都会购买一些珠宝玉石。”王女士
说，有朋友直言，旅游景点的这类
物品，真的比较少，但她觉得价格
便宜，样式又好看，所以还是会买
一些。

经工作人员检测，王女士所
提供的玉佛和手镯，都是经过后
期人工处理的，并不是天然的。

“如果光从表面看，如此色泽和质
地的翡翠，价格应当不菲，王女士
五六百块钱根本就买不到。”工作
人员说，外出旅游，购买贵重物品
需谨慎，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

在检测活动当天，也有市民
拿来一些小挂件，检测真假。据市
民张女士介绍，其母亲在泰城某
超市购物后，无意中中得二等奖。

“二等奖就是等价商品抵顶2000
元，服务员直夸我母亲手气好。”
认为自己中了大奖，张女士的母
亲很高兴，但找了半天，没看到低
于2500元的，最后选了一款2800
元的小挂件。张女士对此事一直
放心不下，瞒着母亲到鉴定中心
检测。

经过检测，该挂件虽然是天
然的，但是根本不值这个价格。

旅旅游游购购物物、、超超市市中中奖奖买买到到的的玉玉器器多多当当心心
有些是人工处理的，有些是廉价天然的

泰安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宗国
介绍，商家在中奖促销过程中，存在诱
导消费者的行为，通过设置附加条款，
给消费者设置了一个消费陷阱。“消费
者要想维权，需要去正规权威鉴定机
构，对玉器真假及价格作出认定，一旦
鉴定结果显示玉石是假冒伪劣产品，或
者标价远超本身价值，经营者的行为将
被视为欺诈。可以根据《产品质量法》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处罚。如果达
到法定数额，将构成合同欺诈罪。经营
场所出租者应加强管里，守法经营，否
则将担负连带责任。”

宗国提醒消费者，购买玉器产品
前，要查看证书，注意查看商家是否具
有营业执照及商品是否具有权威部门
(如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出具的检测证书。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登
录证书所示的珠宝玉石检测中心网站，
查询证书信息真伪。“消费者在面对‘抽
奖销售，满额兑换’等手段时，切勿冲动
消费，贪小便宜吃大亏。购物后，也要保
存好购物凭证，以便不时之需。”

山东纵观律师事务所王强律师介绍，
商家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条的诚实信用原则，违反第二十条

“商家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商家限期改
正，也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诱导消费老套路
贪小便宜吃大亏

葛相关链接：

人造硼铝酸锶，遇强光照射，可在短时间内保持亮光。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检测现场来了不少市民。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S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