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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底发现20多年前企业债券
银行工作人员称很难兑换，但有收藏价值

本报6月12日讯 (记者
崔岩) 地沟油的猖獗一

度让市民对餐馆“望而却
步”，济南一家小饭店老板
为了征得顾客的信任，在墙
上贴出购油的发票。

12日，市民张健致电记
者说，和平路上有家不起眼
的小餐馆，为了表明自己没
有用地沟油，居然出了奇
招，把历次从超市购买的食
用油发票贴在墙壁上“公
示”。

当天上午11点，记者找
到了张健所说的这家把子
肉店，店面虽然只有40多平
米，但是前来买把子肉的食
客却排起了长队。记者看
到，店门口就摆了一桶5升
的大豆油，店内墙壁上张贴
着一份沃尔玛超市进货协
议，协议旁边张贴了自2012

年4月份开店以来的食用
油、五花肉、大米等原料的
购买单据。

“采购油、肉的发票都
钉在墙上，让市民一看就知
道来源，比较放心，我经常
在这里吃。”市民李女士正
捧着一碗米饭就着把子肉
和小凉菜吃得正香，记者询
问其味道咋样时，李女士一
个劲说“好”。

“两个店有一个中心厨
房，厨房开放，可以到里面
看用的什么原料。”该店店
长宋成龙告诉记者，总店还
有开放式的厨房，做饭的全
过程都接受市民监督。

该把子肉总店老板徐
雍告诉记者，两年前开了这
家把子肉店，他对食品安全
非常在意，于是，他便想出
了张贴进货单据、开放厨房
的办法，果然，这一招非常
管用，小店不大，但是却吸
引了很多食客。

徐雍告诉记者，他们每
隔一周从沃尔玛超市购置
一批新鲜大豆油，比在农贸
市场上购置的大豆油成本
要高出三到四个百分点，而
五花肉每天要用一二百斤，
从超市购买冷鲜五花肉要
比其他渠道贵十七个百分
点。

“正是由于成本高了，
我们的把子肉卖六块钱，比
普通把子肉贵一块。我们每
天的把子肉都限量供应，保
证食客每天都能吃到新鲜
的食品。”徐雍坦言，他现在
是小本生意，只能通过购买
超市产品的方式来增加一
个检测环节，尽可能减少不
良食品的使用率。

本报6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张
頔) 市民吴女士收拾旧物时发现了
几张1989年发行的保值债券。记者在
金融机构了解到，这些上世纪发行的
保值债券可分为两类，政府发行的依
然可以兑现，但企业发行的则要视其
现状而定。

12日中午，记者见到了吴女士压
在箱底多年的几张保值债券。这些面
值10元的债券由济南涤纶厂发行，上
面还盖有“山东济南涤纶工程建设指
挥部”的印章。背面的发行说明规定：
保值债券期限三年，利率按人民银行
规定的三年定期储蓄利率执行，外加
一个百分点的保值补贴率。不能提前
兑取，不计逾期息，存期满三年由代
理银行还本付息。

1989年，吴女士所在单位征求她
的意见后，从她的工资里扣除了80元
钱，发给了她8张保值债券。三年期满
之后，她早已把兑现的事忘了，直到
前几天收拾旧物时才发现这些债券。

“上面没有规定兑现期限，所以我想
知道这些债券还有效吗？”吴女士说。

工行大观园支行在解决金融遗
留问题上有着不少的经验，那里的工
作人员石先生介绍说，政府发行的保
值债券兑现没有问题，在每年的5月1
日到10月31日都可以来行里办理。曾
经还有客户拿着1992年当时的章丘
县发行的重点建设债券，在他们的联
系之下，在章丘财政局下属的汇财中
心得到了兑现。

对于吴女士手中涤纶厂发行的

债券，石先生在查询过历史资料后表
示，因为涤纶厂经过了多次资产重
组，老厂已经不存在了，这张债券很难
兑现了。“有些企业资产重组时，会成
立破产清算组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石先生说，如果联系这些资产善后的
部门，企业债券可能还能够兑现。

“如果手里的债券不多，倒可以
留作纪念。”另一位工作人员说道。根
据记载，1989年济南市曾通过银行代
理向市属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发行
保值债券办法，为涤纶工程筹资3400
万元。没有在3年期满后兑现的保值
债券在当前仍有其收藏价值。记者在
一家收藏网站上看到，吴女士手中这
种10元面值的保值债券被标出了30
元的价格。

 图 为
1989年发售的
保值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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