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家月饼生产企业上黑榜
其中一家实物质量不合格、另外两家标签标识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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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9月23日讯 (记者 庄子
帆) 23日记者从济宁市质监局获悉，山
东省质监局21日公布了2012年月饼产
品省监督检验结果公告，济宁3家企业
生产的月饼不合格，进入了公告的黑名
单。

据介绍，全省各地质监机构对省内
近400家企业生产的437种月饼进行抽
检。在抽检中，质监执法人员抽检了苏

式、京式、广式等不同种类，以及果仁
类、蓉沙类、果蔬类等不同馅料的月饼。
有31家企业生产的37种月饼抽检不合
格。其中，济宁3家月饼生产企业进入了
黑名单。

济宁市上黑榜的三家月饼生产企
业分别是，曲阜市麦尚食品有限公司、
汶上县宗贞食品有限公司和任城区新
味食品厂。其中曲阜市麦尚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商标为“圣元”的五仁月饼，标
签标识不合格，实物质量判定不合格，
生产日期为9月1日。汶上县宗贞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计量销售类月饼，标签标
识不合格，生产日期为9月1日。任城区
新味食品厂生产的苏式百果月饼，标签
标识不合格，生产日期为9月4日。

对于上黑榜的月饼生产企业，各地
质监部门已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22日至23日，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顺利结束。济宁考
区有近1500名考生参加了考试。在防作弊方面，各考场
全程录像，用最新型无线电信号检测车全程防控无线电
信号。图为考生们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范少伟 通讯员 李军 摄影报道

贵和购物广场兖州店开业
九龙贵和集团抢滩县级市场，已开设七家门店

本报济宁9月23日讯 (记者 李
倩) 23日，贵和购物广场兖州店盛大
开业，这是济宁九龙贵和商贸集团有
限公司在济宁地区开设的第七家商
场。

“兖州市民的消费水平并不低，很
多人都因为当地品牌太少，而去周边
的济宁、济南购物。”市民小璐说，很早
之前就有不少人打听贵和什么时候开
业，对于高品位的购物环境我们还是
很期待的。随着开业典礼仪式结束，众
多前来“淘宝”的市民也蜂拥而入。

据介绍，贵和购物广场兖州店是
公司2012年的重要商业项目。该购物
广场总面积10多万平方米，汇集国内
众多知名品牌，广场以经营中高档百
货为主，兼顾购物中心特色，是兖州市

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规
模最大的多功能购物广场。贵和购物
广场的入驻，对于进一步提升兖州城
市品位，方便市民休闲购物，满足广大
群众消费需求，促进服务业高端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济宁商业零售业的龙头企
业，九龙贵和集团近几年加快了布点
的步伐。2010年1月，贵和吉客隆超市
开门纳客。2011年1月，6万平方米的邹
城贵和购物广场隆重开业。此外，今年
8月，贵和购物赛宝店开业运营；在济
宁原富丽华片区，集团倾力打造的15
万平方米的济宁贵和购物中心的升级
版——— 新贵和购物广场已破土动工，
将于2013年开业运营。

这个阿根廷人对武术挺痴迷
三次来济宁学文圣拳，而且开起武馆，收了100多个徒弟

本报济宁9月23日讯 (记者 庄
子帆 ) 济宁文圣拳已名扬海外。22
日，阿根廷人马丁第三次来济宁学拳，
而且还带来了10名徒弟，他们的学习
时间为一周。

百花公园的一块空地，是练习文
圣拳的基地，平时这里有20多位文圣
拳爱好者在这里练拳。和以往有所不
同，文圣拳爱好者中增加了11名阿根
廷人。

22日，记者看到，他们身着带有文
圣拳、中国功夫等字样T恤。刚放下背
包，他们就做起预备动作。他们的到
来，吸引了不少在此游玩的市民。

这些学员懂得中文不多，张金平
也不懂西班牙语。教拳时，张金平先演
示一遍，然后他们跟着模仿，动作做的
好，张金平就说“Ok”。动作做的不正
确，他就说“No”。然后，张金平继续演
示。

“他们现在练的是穿心脚。瞧！他
们练得多认真。”第三代文圣拳宗师王
安林的徒弟张金平说，这次由他担任
主教练。“这不是马丁嘛，他又来学拳
了。”文圣拳的爱好者张女士一眼就认
出了马丁。她说，上次马丁来学拳的时
候，还买过糖葫芦给她们吃。

“马丁很喜欢中国武术，在阿根廷
有自己的武馆，他来过济宁3次，每次
来都带着他的徒弟来学习。”张金平
说，他曾经受马丁的邀请，去阿根廷讲
了一段时间的学。双方以武交友，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

马丁用不熟练的汉语告诉记者，
他从17岁就开始练武，痴迷于中国武
术。他认为，中国武术是真正的功夫。
他曾练过洪拳、南拳等。他学习中国武
术已经有20年了，而且，他还辞掉了稳
定的工作，开起武馆，收了100多个徒
弟。

近1500名考生
参加司法考试

银行扶持千余家中小企业
济宁启动“金融助推千家中小企业发展计划”

本报济宁9月23日讯(记者 何泉
峰 庄子帆 通讯员 刘前) 21日，
济宁市“金融助推千家中小企业发展
计划”启动。据了解，该计划将在全市
范围内选择1000余家符合条件的企
业，作为金融机构重点扶持对象，并建
立银企对接活动长效机制。

“启动金融助推千家中小企业发
展计划，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金融业
与企业共荣共赢的重要举措。”济宁市
委常委、副市长周洪说，中小企业融资
难是个顽固问题，要建立银企对接长
效机制，每季度对银行的贷款的户数、
额度、成本等方面进行考核。另外，县
级财政部门、中小企业办等单位，引导
当地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主动联系，
扶植一批大型融资性担保公司参与其
中，与企业深入合作。

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末，全市中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63 . 33亿元，较年
初增长107 . 27亿元，增幅达16 . 35 %，

高于全部贷款增幅3 . 6个百分点。“虽
然，目前贷款出现较大增幅，但受国家
货币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等因素的影
响，济宁市的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得
到根本改善。”济宁市副市长白山表
示，本次启动实施的“金融助推千家中
小企业发展计划”是在全市范围内选
择1000余家中小企业作为金融机构重
点扶持对象，这些企业需要具备创新
能力强、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强、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济宁市转型发展要求
的特点，通过完善财政激励机制，整合
各种金融资源，采取银行信贷扶持、融
资担保支持、引入创投孵化等方式，多
渠道，多形式推动企业发展壮大。

利用3-5年时间，争取使50%的微
型企业发展成长为小型企业，使30%
左右的小型企业发展成为中型企业，
使10%左右的中型企业发展成长为大
型企业，实现中小企业“梯次培育，滚
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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