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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全市法院为5 . 2万多人建“诚信档案”

失诚信，669人申贷失败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盛文静 组版：杨茗捷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张焜)
19日，记者从潍坊中院了解到，
通过3年的诉讼诚信体系建设，
目前潍坊全市法院已经储存了
5 . 2万多人的“诚信档案”。而根据
法院的诉讼信用信息，在3年的
时间里有669名当事人在申请贷
款时未获批准。

据了解，2010年以来，潍坊中

院针对诉讼诚信和社会诚信缺
失现象，从解决“执行难”问题入
手，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党委
领导、综治协调、法院主导、社会
参与、诚信褒奖、失信惩戒”的诉
讼诚信体系。通过《诉讼信用评
价与管理办法》逐一列举涉及诉
讼参与人、协助单位、中介机构4

类主体的33种诉讼失信行为及

相应扣分分值。
法院分别与人民银行和银

监局、经信委和工商局、国土局
和住建局会签文件，重点在金
融、商务、房管、企业登记等10个
领域开展合作。在3年的时间里，
因未履行生效裁判，先后有461

名当事人在办理企业登记、房屋
过户手续时受到限制，有669名

当事人在申请贷款时未获批准，
有15名当事人被限制出境。因失
信受到制约，有1590名被执行人
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了生效裁判。

潍坊中院有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全面征
集诉讼参与人的诉讼信用信息，
加强与社会诚信监管部门的对接
合作，共同对失信行为进行规制

和惩戒，真正实现让“诚信者处处
绿灯，失信者处处碰壁”。诉讼信
用信息已成为贷款融资、招标投
标、房屋登记、工商登记以及出入
境管理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目前，全市法院诉讼信用信
息库已储存涉及5 . 2万多个自然
人、4800多个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信用信息。

国际博物馆日专家免费鉴宝

三百多“宝贝”赝品占七成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 李涛)18

日，是第37个国际博物馆日，潍坊市
博物馆组织馆内专家免费为近百位
市民鉴定了300余件文物。在市民收
藏的书画、瓷器、铜器、玉器等300余
件文物中，真品不足三成。对此，专家
呼吁市民要理性收藏。

18日上午，虽下着小雨，但仍有
市民冒雨前来寻求鉴定。但藏友们收
藏的“宝贝”并没有让专家们兴奋，因
绝大数都是赝品。一对老年夫妇带来
的两幅画，经专家鉴定都为赝品。一位
年轻男士带来一幅瓷版画也是“新旧
搭配”的产品，可惜的是，尽管画框非
常珍贵，但画是一幅仿制品。一位中年
男子带来两个鼻烟壶，在专家们反复
观察后认定为当代的工艺品。

上午十时左右，来自开发区的孙
先生夫妇提着一个购物袋走进博物
馆，从购物袋中慢慢提出一个帽筒，
顿时让三位鉴定专家打起了精神。

专家孙敬明告诉记者，孙先生夫
妇带来的帽筒是清中前期仿明宣德
年间的帽筒，胎质、釉色、花纹都很上
档次，保存的也相对完整。与此同时，
孙先生夫妇还带来了一对民国年间
的画有狮子滚绣球图案的帽筒，经过
专家鉴定也是真品。孙先生告诉记
者，这些东西都是祖传下来的，一直
也没当回事，正好借这个机会鉴定一
下，没想到还都是真品，以后得好好
保存。

因鉴宝活动持续一天，下午仍有
市民带“宝贝”寻求专家支招鉴定。一

个高70厘米左右的清代霁红瓶引来
众人关注。专家孙敬明称，这种瓶子
只有当时的大户人家才能买得起，能
保存到现在非常不易，收藏价值比较
高。

一件清代制作的西周兮仲钟拓
影石刻也让专家们很感兴趣。据介
绍，兮仲钟是陈介祺十钟山房中所藏
的十钟之一，清代人为了卖兮仲钟上
的铭文拓片而制作了这方拓影石刻，
这也从侧面说明清代潍县金石学的
兴盛。

据介绍，18日全天共有近百名市
民携带三百余件藏品到现场找专家
进行鉴定，赝品占据了差不多7成左
右的比例。其中，除去清中前期仿明
宣德年间帽筒、清代霁红瓶、汤罐等
几件珍品外，还有直径28厘米的明代
铜镜、近代篆刻家乔大壮雕刻的印章
等几件为数不多的真品具有较高收
藏价值。

对此，专家提醒广大藏友，收藏
时要理性收藏、科学收藏，学习积累
一些收藏鉴定知识，以免上当受骗。

大石头难住鉴定专家

现场花絮

18日上午10点30分左
右，一辆青州牌照的出租
车驶进潍坊市博物馆。一
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
下车后冒雨跑进鉴宝大
厅，称要寻求专家帮助鉴
宝。

在登记完后，该男子
从出租车后备箱内拿出一
个蓝色的尼龙袋子，打开
一层层的包裹物后，一块
大石头裸露在众人和专家
面前，这让专家一时吃惊
不小。

原来该男子姓于，老
家是广饶大王镇的，前不
久在家挖地时挖出了这块
差不多 3 0公斤左右的石
头，感觉比较新奇，于先
生便找了一些人研究这块
石头，石头上布满了小水
晶，是一块水晶石。

看到石头表面好像有
字迹，于先生便一直在寻
找机会想让专家鉴定一下
是什么字迹。听说潍坊市
博物馆专家免费鉴宝的消
息后，于先生便从青州打
车花了170元钱，赶到潍
坊。

平日都是对字画、瓷
器等文物进行鉴定，猛然
面对一块大石头，这让专
家们有点蒙。最后经过三
位专家的仔细辨认后，并
没有在石头上看出字迹。
三位专家只好建议于先生
带着石头去找矿业矿石方
面的研究专家进行鉴定。

得到无法鉴定的结果
后，于先生无奈地又将石
头小心包裹起来，带着石
头搭乘出租车离去。

本报记者 李涛

三家被通报企业中两家关着门
其中两家厂区附近还竖着一块“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字样的牌子

关注省环保厅通报一季度38起破坏环境行为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张焜)在
省环保厅实名通报一季度38起破坏
环境行为，限期 1个月整改 (本报
2013年5月18日A03版 )后，19日，
记者走访了被通报的潍坊三家企
业所在地。当地居民称这些企业
在当地小有名气。记者在现场看
到 ， 三 家 企 业 中 有 两 家 已 经 关
门，不见有人进出。

19日上午，记者来到寿光台头
镇，当地居民称被通报的寿光市
台头镇污水处理厂和寿光市钢研
集团稀土科技有限公司离的并不
远，大约有四五百米。据居民介绍，
寿光市钢研集团稀土科技有限公
司在当地比较出名，所以不少人都
知道。而关于被环保厅通报的事
情，多数居民表示不知情。

记者来到丰台路台头段268号
的台头镇污水处理厂，周围被绿
化林木围绕，还传出了机器的轰

鸣声。污水处理厂的大门关闭，
从厂外看不到里面有人。大门右
侧门牌号下，还挂着“寿光市碧
水水务有限公司”的牌子。

污 水 处 理 厂 南 面 不 远 处 路
东，“钢研集团稀土科技有限公
司”的牌子在一家工厂门口清晰
可见，厂区里还有人员来往。虽
然大门口还摆放着招收工人的牌
子，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
现在用不着太多的人。由于环保
查得严，工厂基本处于不开工的
状态，“有两个月了”。

而这种说法与附近一家公司
工作人员的说法基本一致。据这
位工作人员介绍，“钢研集团稀
土科技有限公司”在这个厂区东
南侧，还有一座大楼。记者赶到
现场看到，大楼所在院落的大门
半开，一些工作人员正在里面谈
话，一切显得比较正常。

而在两处被通报的企业北侧
约1公里处的路边，竖着一块“饮
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字样的
牌子。

19日下午，记者又赶到了坊子
区长宁街西首的王裴家村。当被
问到坊子区凯华碳化硅微粉有限
公司时，附近的居民都能指出该
公司的所在。但该公司是否常有
罐车出入，居民们都不清楚。一
位王裴家村村民说，这个公司在
当地很多年了，好像不是村里人
开的，也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周边
的 环 境 。 而 该 公 司 被 通 报 的 事
情，附近居民都表示并不知情。

而记者在该公司门口看到，
周围的企业都敞开大门，只有该
公司铁门关闭，没有声响。院内
停放了一辆刚停不久的车辆，但
周围居民都无法确定该公司是否
还在生产。

近日,省环保厅通报了2013年第1季度全省整治
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检查情况 ,各
市环保局已对排查发现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483家
企业依法进行了查处。对现场督查发现的38起企业
环境违法行为和突出环境问题 ,省环保厅给予通报
批评,责令企业限期改正,整改期限为1个月，而38起
破坏环境行为中，涉及到了潍坊的三家企业，分别
是寿光市台头镇污水处理厂、寿光市钢研集团稀土
科技有限公司、坊子区凯华碳化硅微粉有限公司。

相关链接

台 头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和 钢 研 集 团
稀 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北 不
远 处 路 边 ，
竖 着 这 样 一
块牌子。

现现场场鉴鉴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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