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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万万钞钞票票埋埋树树下下，，一一年年半半烂烂成成团团
老人省吃俭用攒下的，纸币破损严重又粘上，只能兑换百元太可惜

全全市市农农村村商商业业银银行行““微微时时贷贷””系系列列产产品品快快递递

针对个体工商户
或小微企业主发放的
用于生产经营的信用
贷款。

适合人群：

个体工商户或小
微企业主

申请条件：
1、年满22周岁，年

龄 + 贷款期限≤ 6 3 周
岁；

2、具有泰安地区
常住户口或有稳定住
所；

3 、持续经营 1 年
(含)以上且经营状况良
好。

所需资料：
1、身份证明、户籍

证明、婚姻证明、当地

居住证明；
2、营业场所租赁合

同或产权证明；
3、营业执照(副本)

原件；
4、近1年主要银行

账 户 流 水 ( 个 人 或 公
户)。

借款额度：
1-15万
借款期限：
6个月，12个月，18

个月，24个月
还款方式：
等额本息

针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农
户发放的用于生产经营、生
活消费的贷款。

适合人群：
从事种植、养殖、经销、

加工、运输等行业的农户。
申请条件：
1、年满22周岁，年龄+贷

款期限≤63；
2、具有泰安地区常住户

口且有稳定住所；
3、拥有贷款用途所对应

行业持续1年(含)以上成功自

主经营经验且经营状况良
好。

所需资料：
1、身份证明、户籍证明、

婚姻证明、工作证明；
2、营业场所租赁合同或

产权证明 (经销类、加工类、
运输类农户提供)。

借款额度：
1-5万元
借款期限：
3-24个月
还款方式：
灵活还款

惠农贷：

生意贷：

老人省吃俭用攒下的
埋在树下一年半

“您看，这些钱能换吗？”10日，公先
生用纸包着薄薄的一包残币来到泰安
银行。残币摆在桌子上，立刻有不少在
银行办业务的工作人员前来围观，发出
一阵惋惜声。

记者看到桌上有14张看似比较完
整的百元大钞，这些钱都断成了两截，
用透明胶布黏在一起。币面上有黑色的
污渍，好像用火熏过一样。“这些钱本来
发霉了，这是晾干后留下的印子。”公先
生说。

记者拿起一张钱，发现钱已经硬梆
梆了，纸质已经发脆。此外，还有五张人
民币黏在一起，前面还能依稀辨认钱的
样子，后面已经糊得看不出来是钱了。
银行工作人员数了一下，这一团有五张

人民币黏在一起。
公先生表示，这钱是他老家的一个

邻居老太太的。“农村的老人家攒点钱
不容易，平时很节省，买菜从来不超过
十块钱的，一个冬天只吃种的白菜，一
点蔬菜都不买。从牙缝里剩下这些钱，
结果发霉了，老人很心疼，我们也很心
疼，我就多跑几家银行，看看能不能帮
老人家兑换了。”

20多张百元钞
霉得发黑都不全

“这么多钱怎们弄成这样的？”银行
的工作人员问。公先生苦笑着说，这些
钱是从两万块钱中挑出来的，只有这二
十多张还能看出钱的样子。

原来，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公先生
回老家扫墓，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被邻
居委托，看能不能把在家藏了半年的残
币换掉。公先生说，邻居是个独居的老
太太，儿女都已经结婚，老伴儿已经过
世，平时都是一个人住。大约两年前，老
太太从牙缝里省着攒下接近两万块钱，
放家里哪里都不踏实。后来，不知道怎
么想的，老太太把钱用塑料袋包了好几
层，埋在自家果园的果树下。

一年半后，老太太想用钱，挖出来
之后大吃一惊，两万块钱已经湿乎乎地
烂成一团，全发了霉。老太太想把钱分

开，但是有的好几张黏在一起，揭都揭
不开。晾干后，好多钱都成了一团一团
的，看不清币面上的图案和数字了。

老太太自己去镇上的银行兑了几
次，人家都不给换。老太太没有办法，把
一些实在分不开看不清的钱给扔掉了。
剩下几张比较好的，老太太在家放了半
年，等到公先生回老家，让公先生带到
城里看能不能兑换。

回到城里后，公先生连着跑了两天
银行，银行都表示，因为钱币破损的太
厉害，中间又都是粘合起来的，兑换不
了。

应该拿那一团来
不该自己乱粘上

10日，记者帮公先生联系了泰安银
行市政支行，泰安银行市政中心支行负
责人连红表示让公先生把钱拿到银行
看看，尽量帮公先生兑换。

当公先生把钱拿出来时，工作人员
也是大吃一惊。钱币的周边都残损了，
部分能看清钱上的号码，有的已经完全
看不清了。

尽管公先生已经把钱黏在一起，但
是有的花纹对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确
实属于一张。

工作人员拿着残损人民币兑换尺
仔细测量，根据规定，能辨别面额、票面

剩余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至四分之
三以下，其图案、文字能按原样连接的
残缺、污损人民币，可按原面额的一半
兑换。但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帮老人兑
换，工作人员决定把这些钱送到金库。

“金库是我们行兑换残币最权威的
部门，那里有一些专门的设施，用卡尺、
灯照等方式，最大程度的辨认残币。”连
红说。

11日，记者和泰安银行工作人员来
到清点现场。工作人员吕学清拿卡尺对
残币进行了仔细测量。经鉴定，只有一
张票面剩余四分之三以上，其余的碎片
均小于二分之一，不能兑换。

吕学清告诉记者，老人当时应该拿
着一团残损人民币来银行，让工作人员
处理。现在老人自己剥离的人民币从中
间断开，每个经卡尺测量都小于二分之
一，连接在一起的钱也无法辨认是不是
属于同一张。

说起辨别残币，吕学清告诉记者，
曾经有两口子打架，把钱撕了，送到银
行来，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张张拼起来
粘在白纸上兑换的。“撕得钱票面比较
完整，不像老人这种，很多都腐蚀掉了，
按照规定，确实无法兑换。”吕学清介
绍，只给老人挽回了一百元的损失，她
们也感觉很遗憾。

老人从牙缝里剩下两万块钱，放
在家里怕丢了，埋在自家果园的果树
下。一年后取出的时候，两万块钱烂
成一团，又是晒又是拆，只挑出二十
多张能看清票面的。这些残币被老人
在家藏了半年多，被邻居公先生带进
城去银行兑换。

文/片 本报记者 杨璐

工作人员仔细

辨认残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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