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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山东再担保三年“担”起680亿
累计扶持中小微企业3000余家

本报济南1月18日讯(记者 桑
海波) 由山东省再担保集团组建
的山东再担保体系平台，三年多
来，累计担保再担保总额突破680
亿元，扶持中小微企业3000余家，
实现了担保企业、银行机构等多方
共赢，开创了再担保业务的“山东
模式”。

1月18日，省财政厅、省金融

办、省中小企业局和山东省再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山东省
再担保体系第一届业务合作大会”
在济南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
至2012年末，山东省再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资本金达到10 . 5亿元，组建
的再担保体系拥有体系担保机构
54家，体系担保机构来自全省17市
及主要县市区。体系累计实现再担

保总额突破680亿元，在保余额150
亿元，获得银行授信额度近300亿
元，累计扶持中小微企业3000余
家，各项主要指标均位于山东和全
国前列。

据介绍，所谓再担保，是指为
担保人设立的担保。当担保人不能
独立承担担保责任时，再担保人将
按合同约定比例向债权人继续剩

余的清偿，以保障债权的实现。双
方按约承担相应责任，享有相应权
利。

山东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安郁杰介绍，山东再担
保集团作为再担保体系内的龙
头企业，在建设山东省再担保体
系的三年多时间里，深入一线，
细致了解山东省中小微企业的

发展状况，分析省内金融机构、
担保机构的再担保业务需求，逐
步建立起“山东模式”的再担保体
系平台。

安郁杰说，目前再担保体系推
出了一般保证再担保、连带责任再
担保、联合担保、体系反担保等四
大类、八小类、二十多个具体业务
品种的再担保业务体系。

法援在线明日

关注房产继承
本报济南1月18日讯 (记

者 邢振宇) 近年来房产继
承纠纷案例屡见不鲜。1月20
日，本期“法援在线”将重点
关注房产继承。

本周日(1月20日)9：30-
11：30，新一期“法援在线”将
如期与您相约。如果您或身
边的朋友家人需要咨询房产
继承相关法律问题，欢迎通
过齐鲁晚报新浪和腾讯官方
微 博 进 行 咨 询 ，或 拨 打
96706148热线，齐鲁晚报律
师团两名律师将在线解答您
的法律问题。

济南设立首个

“生物诊疗实验基地”
本报济南1月18日讯 (记

者 郭静 实习生 于梦羽)
18日，济南首个“生物诊疗

实验基地”揭牌仪式在山东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举
行。免疫细胞治疗是利用和
激发机体的免疫反应来对
抗、抑制和杀灭恶性肿瘤细
胞，比较传统的放、化疗方
法，它的副作用更小，效果更
显著。该生物诊疗实验基地，
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与省内生物行业领军企业
银丰集团旗下齐鲁细胞治疗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创建的，
它填补了济南市医疗系统生物
诊疗实验基地的空白。

简讯
为让百姓过一个安全、

祥和的春节，进入农历腊月
以来，平邑消防深入辖区，对
火灾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
目前共检查230家单位，发现
火灾隐患86处，下发整改通
知书86份，散发消防宣传资
料1000多份；全县共关停1家
舞厅、3家KTV。

（郭增伟 宪华）

格“‘去世’9年重回家中”追踪

警方正恢复“去世”女子户籍
同时对无名女尸的真正身份展开调查

本报青岛1月18日讯 (记者
刘腾腾 张榕博) “去世”九年的
妻子突然回家了(见本报1月17日
A14版报道)，但还埋葬在林家祖
坟里的那具无名女子又是谁？目
前青岛警方已展开调查，并为“复
活”的刘淑萍恢复户籍信息。

18日，记者来到事件发生地
平度市张戈庄镇林家庄村的林德
周家中。“她离家的那年，俩孩子
都十多岁，我一边照顾俩孩子，一
边到处找她。如今她回来了，俩孩
子已二十多岁，大女儿都有孩子
了，变化太大了。”采访中，林德周
感慨地说。

记者了解到，如今刘淑萍重
新与家人团聚，公安机关也在准
备恢复她的户籍信息。“目前我们
正在完善刘淑萍的个人材料，然
后将依次上报到平度市公安局和
青岛市公安局，用最快的速度恢
复她的户籍信息。”平度市公安局
户政科副科长高霞告诉记者。

对于当年捡回家的那具无名
女尸，如今则成了林家与当地警
方难以回避的一个难题。记者采
访了平度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
长张学霄，正在查阅此案档案和
笔录的他对记者讲：“我们会努力
落实这名死者的身份，骨灰我们
也会妥善处理的，但我们还是希
望这名死者的亲属主动出面寻
找。”

对于当时过于“草率”的
认尸过程，不少网友将矛头指
向当地公安机关，认为做法欠
妥，起码应为无名尸做个DNA
鉴定。

对此，平度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大队长张学霄回忆说，9年前
的7月份，他们接到报案，称在林
家庄村不远的东王戈庄村一处
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经过鉴定，我们排除了他杀的
可能性。”张学霄说，当地村民反
映，这名女子是一名疑似精神障
碍流浪者，去世之前流浪至东王

戈庄村。由于村里人不认识这名
女子，加上此案非刑事案件，因
此，按9年前的办案程序，公安机
关就将女子的尸体就地掩埋，然
后作为无名女尸存档。多日后一
直在寻找走失两年的妻子的林
德周得知了此事，他带着两个孩
子来到平度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见到了女尸的照片，发现和妻子
刘淑萍有些相似，加上周围不少
人都觉得此人就是走失的刘淑
萍，林德周就将这名女尸“默认”
为自己的妻子。

张学霄解释说，在2003年做

DNA鉴定并不容易，“受各种条
件的限制，做DNA鉴定没有如今
这么方便，一般来说，只有重大
刑事案件的死者才会做DNA鉴
定以确定身份。”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直到
2006年，我国才出台了对未知名
尸体信息管理工作的规定，要求
公安机关应提取未知名尸体的
DNA、照片、指纹等信息。而此
前，我国对未知名的尸体进行身
份鉴定仍然停留在经验辨认阶
段。

本报记者 刘腾腾 张榕博

本报济南1月18日讯 (记者
郭静 实习生 周国芳) 医院有
了“法官工作室”。18日上午，济南
市槐荫区人民法院驻省立医院法
官工作室正式揭牌。据悉，此次针
对医患关系而建立的法官工作室
在全国尚属首例。

当前医患矛盾较为突出，医
疗纠纷不断增加，“医闹”现象时
有发生，针对这种现状，法官工
作室成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
一项全新的措施和尝试。

“法官工作室落户省立医院

是把便利为民又做了一次深入，
是把法院的平台前移到医院。”
省立医院副院长王玉林说，如果
患者对于医院有异议，医院与患
者进行交流和解释无果的情况
下，法官工作室就会协助解决，
提供法律援助，可以为患者提供
更便捷的法律咨询，协助其了解
法律程序。这样既有利于患者维
权，也有利于院方维持正常的工
作秩序。

目前，法官工作室由济南市
槐荫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

四庭副庭长徐振华负责，周一上
午和周四下午值班办公。“法官
工作室建立的初衷是使医患矛
盾解决关口前移，为患者提供
咨询，引导患者理性维权，给患
者提供相应的法律协助；同时
也能够给医院和患者提供一个
平台，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进
行有效的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或
者及时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徐
振华说。

怎么能公正地处理医患纠纷
呢？徐振华说：“当前，患者对医院

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存在误解。法
官工作室的法官会平等地面对百
姓和医院、平等地维护医患双方
的合法权益。”谈及待遇问题，徐
振华笑着说法官将无偿为患者服
务。

另外，徐振华表示，法官工
作室和法院在处理医患关系方
面不尽相同：在法院处理医患
关系时，法官的角色是裁判员，
而在法官工作室，法官的角色则
转换成了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
提供者。

我省医院设立法官工作室
全国尚属首例，为协调医患关系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网友认为“草率”认尸做法欠妥

警方称当年做DNA鉴定不容易

民警向“去世”女子了解情
况，准备恢复她的户籍信息。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得知“去世”多年的妻子“复活”，林德周含着泪水的眼里充满了震惊和喜悦。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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