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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闻眼

本报泰安3月16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张荣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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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至16日，先后有
300多人带着自家宝贝来做免费
鉴定。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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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大厅内
免费为广大消费者进行珠宝玉
石鉴定。

刚刚给手镯做完免费检测
的市民张女士说，现在人们生活
好了，很多人尤其是女士，都喜
欢购买玉石珠宝类产品。但市场
上的玉制品“鱼龙混杂”，大多数
消费者都缺乏相关的鉴别经验，
谁也不敢保证买到手的是真货，
更不用说品质的好坏。“你们举
办的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我们
老百姓就需要这样的权威检测，
而且还是免费的，希望以后这样
的活动能多举办一些。”

家住擂鼓石大街的杨女士
看到报纸后，带着20多件玉器前
来检测，还打电话通知了其他亲
戚。市民张先生家中放有一块约
8斤重的石料，一直不知道是什
么材质，一度以为是个“废品”，
经工作人员鉴定，当告诉他这是
和田玉时，张先生乐得有点合不
上嘴。也有市民花高价买的“宝
贝”，检测发现竟然是玻璃和塑
料。不少家住肥城和新泰的市
民，也专程赶来鉴宝。

截至16日下午5点，共有300

多位市民前来为自己的珠宝玉
石做免费检测。“现场教给消费
者一些鉴别珠宝玉石的小知识，
避免大家购买假冒伪劣产品。”
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张正说。

据了解，大多数年轻人购买
珠宝玉石、贵重金属后，一般都
会索要相关鉴定证书，并到有关
部门进行专业权威检测。而一些
老年人缺乏这种意识，容易购买
到质地较差的商品，甚至假冒伪
劣产品。

张正提醒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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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多人免费来“鉴宝”，其中真有不少好东西

八八斤斤重重““破破””石石头头？？和和田田玉玉料料！！

15日下午，王先生与媳妇
李女士提着一个购物袋，来到
鉴定中心。“师傅，帮我先看看
这几个，不知道上当了没。”李
女士一边说，一边从袋子里拿
出几个手镯和挂件，还有一块
其貌不扬的石头。

工作人员正鉴定时，王先
生开始埋怨李女士，“一块破

‘石块’，非得拿过来看，这不
是让人笑话吗。”王先生说，之
前找人“看过”，评价都不高。

李女士认为，既然赶上这
么一个免费鉴定的活动，拿过
来让专家看看也不是坏事。

“反正在家里也没地方放，这
次拿过来看看，如果真不是什
么值钱的东西，扔了不就行
吗？”

旁边几名等待鉴定的市
民见状，也发表各自的看法。

“看颜色和透明度，不是很好，
有点像大理石的。”市民陈先

生说，平时他比较喜欢古玩玉
石，对这些玉器稍微了解一
些。“好的玉器都比较透亮，用
强光手电照射能看到絮状
物。”

工作人员告诉王先生，这
块石料是和田玉时，一旁的李
女士顿时乐开了怀。“还好拿
过来看看，这要万一扔了可得
后悔一辈子。”

王先生说，这块和田玉石
料重8斤左右，他也不记得这
块石料是啥时候买的，只知道
在家里扔了很长时间。“这得
感谢咱这次活动和鉴定老师，
谢谢你们啦！”

幸亏来鉴定

要不当石头扔了

◎故事

本版文/片 本报记者 张伟

15日下午3时许，家住山
东科技大学附近的刘女士，在
老伴的陪伴下，拿出六七件玉
器，交给鉴定中心工作人员。

“这几个手镯是什么材质
的，你们帮我看看，这样我心
里也好有个数。”刘女士说，看
到报纸上有免费检测的活动
后，她就在家里找了个遍，把
能拿的东西都拿过来了。“有
一个绿色的手镯，三年前在路

边上买的，估计是个假的，其
他的应该还可以。”

经工作人员鉴定，刘女士
拿来的几件玉器都是真品，

“这个绿色的手镯是和田玉，
这个挂件是个天然的翡翠。”
工作人员话还没说完，刘女士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打断了
工作人员的介绍，“这个绿色
的也是真的？真的有点不相
信。”刘女士激动地说。

刘女士介绍，有一次她坐
公交车，用手抓着一侧的扶
手，露出了戴着的手镯。“当时
一个小伙子说，‘阿姨，你的这
个手镯挺漂亮。’我还没当回
事，寻思100块钱的东西能好
到哪去，不曾想还是个真的。”

刘女士说，一直以来都没
把这个手镯当回事，这次回家
她得小心收起来，“100块钱买
个和田玉，值了。”

路边百元买手镯

原来是真和田玉

◎故事

16日上午10时许，两位头
发有点斑白的老人来到鉴定
中心，想让工作人员帮忙鉴
定祖传的和田玉镯。

韩女士今年84岁，与老
伴都是科大的退休老师，一
般不出门。看到报纸上有免
费鉴定的活动后，两位老人
拨打了预约电话，询问了具
体的鉴定地址后，一起来到

鉴定中心。
韩女士一共拿来5件玉

器，其中一件伴随她多年。
“这个手镯是我姥姥留给我
母亲的，后来我母亲传给了
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带在身
边，这次来也想看看，这个手
镯是什么材质的，这样我心
里也好有个数。”韩女士说，
从她姥姥到她母亲，再到她，

这个手镯伴随了她们这家人
上百年的历史，感情深厚，非
同一般。

经工作人员鉴定，刘女
士的这个手镯属于和田玉，

“这个手镯挺好，其他的几件
也都是真品，都不错。”听到
工作人员的介绍，刘女士脸
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姥姥传下来玉镯

一测也是和田玉

◎故事

16日上午10许，40多岁的
张女士打开两个提包，将里
面的各种宝贝小心地放在检
测用的托盘里。

“年轻的时候比较爱美，

只要看到有好的玉器，就想
着法子买回来。这些年下来
搜罗了不少，今天拿过来让
师傅给我检测检测。”张女士
说，家里还有一些，她怕一次
拿不了，所以只拿了一部分。

由于东西比较多，两个
托盘才勉强装下。“这里面有
镶宝石的戒指，翡翠挂件、和
田玉、玛瑙、水晶石……当时
都 挺 便 宜 ，就 是 不 知 道 真
假。”张女士一边收拾首饰盒
子，一边跟身边的市民交流。

随后，工作人员拿出做
完鉴定的玉器，一一向张女

士做了说明。“这几个是翡翠
挂件，是天然的。手链是玛瑙
的，戒指上镶的是绿宝石，手
镯是蓝田玉的。”

当天下午1点半，张女士
再次打来电话咨询。“我家里
还有一些玉器，能不能再给
我检测一下啊？”得到肯定答
复后，不到半小时，张女士再
次拿来30多件玉器。

一旁的市民见状，开玩笑
地说，这次免费检测，给张女
士省了不少钱。“你看墙上的
收费标准，一件收费30元，你这
70多件少说也得2000多块钱。”

一天连跑两趟

带来70多件玉器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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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里放的都是鉴定完的和田玉。

市民一次拿来30多件玉器
进行鉴定。

差点被扔掉的近8斤的和
田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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