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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市民家中会存有老酒，而老酒中的中
国名酒，都有可观的成交价格，但因为缺乏权威的
鉴定，缺乏贮存标准和科学指导，市面上假酒泛滥，
以新酒冒充老酒，以次充好的情况屡见不鲜。

如果你家中存有下面的藏品，都可以带到沈阳
骏宇轩老酒收藏馆，免费为您鉴定、评估，如果您认
为价格满意，还可以现场变现。

1953年-2017年的茅台酒；
上个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五粮液、汾酒、

剑南春、古井贡、董酒、郞酒、泸州老窖特曲等17
大名酒；

1951年-1993年的北京同仁堂药酒、天津
达仁堂药酒、山西中药厂药酒、安宫牛黄丸、大活

络丹、老阿胶等。
沈阳骏宇轩老酒收藏馆，一直坚持信誉至

上！特别是率先向社会公布了各年代老茅台酒
成交参考价，使得价格更加透明。

骏宇轩老酒收藏馆的秦总，作为中国酒业协
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烟酒茶艺收藏委员会老
酒鉴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酒业协会文化委员
会学术研究专业委员会会员，他多年专著于中国
名酒、陈年老酒鉴定收藏工作，对诸多老酒认知、
鉴定、收藏等方面经验丰富，领悟颇深。

现由其领导的鉴定组于近期进行大型免费
鉴定、评估，时间有限，机会难得，望广大市民把
握机会！

老酒免费鉴定、评估 可现场变现

年份

2018-2005

2005-2000

2000-1996

1995-1990

1990-1985

价格（元）

1650元-3600元

3600元-5500元

5500元-7000元

1.15万-1.5万

1.5万-1.8万

年份

1985-1980

1980-1970

1970-1960

1959-1950

1949-1940

价格

1.8万-2万

2万-16万

16万-30万

70万-200万

240万-450万

以上为全品相不跑酒高度茅台收购价格

沈阳骏宇轩老酒收藏馆出巨资面向沈阳市民征集1953年一2017年陈年茅台酒，家中
有老酒的市民注意了，您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也可能忽略了它正在不知不觉中损坏，因
此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您的老酒变现的机会来了！我们可派人免费上门鉴定和收购！

2000年以前任何品牌的高度白酒、虎骨酒、洋酒、老药
丸、冬虫夏草、非流通人民币

茅台收藏馆收购老酒

18624062286 / 15942089999联系电话:

沈河区奉天街222号名酒体验馆
乘253、256、260、293、800路车到奉天街小西路下车即是

地址二

大东区大什字街8号老酒收藏馆
乘286、250、298路车到育才巷下车即是

地址三

沈河区文艺路52号香烟老酒
乘225、291、251路车到文艺路五爱街下车即是

地址四

和平北大街14号骏宇轩名酒体验馆
乘123、203、138、269、247、115路车到八一公园下车即是

地址一

成交可报销往返车费

活动时间

4月10日
—

4月19日

免费鉴定评估
本市高价回收

为了感恩家乡培养和教育，建昌县很多在葫
芦岛市内创业有成的打工者在6年前自发成立了
同乡爱心团队，为家乡扶贫帮困、捐资助学。

昨日，这群可爱志愿者再次开展爱心助学
活动，其中一个打工妹还特意给儿子请假来参
加爱心扶贫助学活动以此来传递感恩，令人们
对这个爱心团体刮目相看。

当日，建昌同乡爱心团队志愿者来到建昌
县娘娘庙乡迟杖子村小学，把学习用品、教学用
具和各种球类等捐赠物品发放到孩子们手中。

迟杖子村小学位于建昌县大山深处，现有
学生 137 人，老师 11 名，这所村小条件艰苦、校
舍简陋，缺少体育设施，部分学生还是留守儿
童。当天，志愿者一行不仅为学校全体学生带
来价值 2000 多元文体用品，还对 3 个贫困学生
家庭进行走访慰问，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每到一户困难孩子家中，志愿者们都鼓励
贫寒学子一定要努力学习，早日走出大山，将来
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此行，志愿者还邀请心
理咨询师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增进学生的心
理健康,培养健全人格和良好个性品质。

令人感动的是，此次扶贫助学队伍中不但
有夫妻档志愿者，还有打工妹聂亚男特意给正
在读小学 4 年级的 10 岁儿子请假，专程带着孩
子来体验感恩这一特殊课堂，感受助人悦己的
快乐。

37岁的聂亚男老家在建昌县农村，10多年
前来到葫芦岛打工，目前在一家医院从事护理
工作，老公在搞汽车修理。虽然生活不很富裕，

但靠劳动挣钱，夫妻都很知足，一家人生活也感
到幸福快乐。几年前，她加入建昌同乡爱心团
队开始捐资助学。“起初参与时，老公不是很赞
同，他觉得我们能力有限，没有太大意义。但我
觉得，爱心不在大小。也许个人的力量微不足
道，但希望能感染身边更多的人，毕竟帮助别人
很快乐也很有成就感。”

记得有次到建昌县一个村小助学，那里仅
有1名老师、5名学生，条件很艰苦，这让聂亚男

感触颇深。“我觉得只要有梦想和坚持，即使道
路崎岖坎坷，也终会走向成功。”此后只要有时
间，聂亚男不但自己经常参与，还找机会带儿子
去，让他从小就感受家乡贫困学生在困境中边
求学边生活的艰难现状，以此来激励儿子更好
地读书学习。此次她带儿子来参加助学公益活
动，因为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特殊课堂。

有些人对她给孩子请假来助学很不理解，

聂亚男说，尽管她是个普通打工者，可在对待孩
子感恩教育方面尽可能不想缺席每个机会。“之
所以特意给孩子请假，就是希望通过爱心活动
感染孩子。有人说课不上，参加这样活动有意
义吗？我觉得很有意义，几节课不上可以补，但
这种爱的教育更重要。希望这种爱心传递给孩
子，让他从小做个有爱心懂得感恩孩子。看到
山区孩子们艰苦的学习条件，希望能激励他珍
惜现在拥有学习和生活环境，发奋学习，将来做
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聂亚男说，几年的爱心助学到现在，其实捐
助钱物并不多，只有几千元左右。“虽然我们是普
通打工一族，力量非常有限，但我们有热情和爱
心，也有奉献精神和实际行动，我坚信也相信我
们的爱心助学路将来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葫芦岛市建昌同乡爱心团队成立于 2013
年，现在有志愿者 500多人，心怀感恩的他们时
刻关心着建昌县大山里面家庭贫困的孩子们，
已经连续4年为建昌县一些偏远山区学校和学
生捐资助学。

建昌同乡会会长刘井利说，通过此举希望
能给这些坚守在山村的老师一些鼓励，给这些
学生一些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帮助，让那些家
庭不完整、缺乏关爱的孩子走出心理阴影，鼓起
勇气笑对人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爱心捐助传递的是爱心，营造的是希望，我们
愿所有孩子健康成长，早日成才！希望更多的
爱心人士都加入到队伍中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记者 胡清

传递感恩 为10岁儿请假参加扶贫助学

“这七位无名烈士都是外地人，你如果能找
到他们的家人该多好。”81岁的老母亲临终前嘱
咐席彦凌。

“每当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这句话，我的心
情就非常沉重，如今我已经找了 20 多年，虽然
只核对上一名烈士的姓名，但我不会放弃，还会
将‘寻访烈士英名’计划继续下去。如果有一
天，我走不动了，还有我的孩子会继续为无名烈
士寻家。”74岁的席彦凌坚定地说。

1947 年，当时只有两岁的席彦凌家中临时
住了几名解放军战士，一场战斗后，几名战士壮
烈牺牲，每年，席彦凌的母亲带着他扫墓，经常
念叨，寻找这7位无名烈士的家。

1991 年，席彦凌开始了“寻访烈士英名”的
计划，这一找就是28年。

1947年，解放朝阳三古山的战斗即将打响，
临时住在席彦凌家的几名解放军战士在前往战
场前，争相抱起仅仅两岁的席彦凌，“他们轮着
抱你，亲你脸蛋儿，舍不得撒手，怕再也见不到
你了。那次战斗从早上4点一直打到晚上10点
多，解放军有 7 名战士牺牲。”席彦凌回忆起当
时母亲的话。

“我母亲说，当时村里老百姓用3个木柜子
装殓7位烈士，将他们悄悄地埋在了村头，可惜
不知道烈士们的姓名。”

此后每年清明节，席彦凌的母亲都带着他
去为烈士扫墓。母亲常常念叨：这 7 位烈士是
外地人，不知道他们姓名，如果能找到他们的家
人多好啊。这句话也深深地烙在了年幼的席彦
凌心里。

20 多年前，席彦凌 81 岁的老母亲在弥
留之际将他喊到床前，交代完家里的事情
后，望着泪眼婆娑的席彦凌嘱咐他：“这7位
无名烈士都是外地人，你如果能找到他们
的家人该多好。”席彦凌连声应允。

从 1991年起，时年 46岁的席彦凌利用
节假日骑自行车走访当年的知情人，到各地
查阅历史文献、史志档案，查寻烈士生平。

2001 年腊月二十一，是席彦凌儿子结
婚的日子，席彦凌对老伴儿说：“儿子结婚
是件大事，但是这些年我把寻找烈士的事
情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河南军区原来
与我约定，今天必须到市里取发过来的传
真，结婚的事，你们自己操办吧。”说完，便
骑车走了。

席彦凌的儿子席秀臣忙得热火朝天，
突然找不到了父亲，他也没想到父亲是为
了找人而放下了他的婚礼。后来，席彦凌
办完事情匆匆赶回，总算没有错过儿子的
婚礼。

“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就是当天最
忙的时候没看见他，后来才知道他去办找
人的事情，我没有怪他，父亲的事情我理
解。”谈起父亲差点错过自己的婚礼，席秀
臣表示理解父亲。

此后，席秀臣也开始帮助父亲为无名
烈士寻家。

有一次，席彦凌为了一点点线索，大雨
天在泥泞的土路上骑行了20多公里……

10 多年的时间，席彦凌先后走访了省

内外近百个部队和地方单位，累计行程 5000 多公
里，骑坏了 4辆自行车，用坏了两部照相机，询问了
上千人，发调查函达1000多份，耗费资金3万余元，
整理出12万字的调查资料。

2002 年，席彦凌经过多方寻找，终于确认 7 位
“无名烈士”中的一位叫王文功。2007年，王文功等
7位烈士遗骨迁往朝阳烈士陵园安葬。

2019 年 4 月初，王文功等 7 位烈士生前所在部
队几名官兵赶赴朝阳，慰问了席彦凌老人，并赠送
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三代守忠魂，义举传美名。
聆听席彦凌老人的讲述后，现任计海棠班班长说，

虽然还有六位烈士没找到家，但是他们的部队
这个“大家庭”找到了，英灵得到了慰藉。

2014年，席彦凌患脑血栓，行动不便，他的孙
子、孙女、外孙，都接替他继续为“无名烈士”找家。

“每当想起母亲临终前说的话，我的心情就
非常沉重，如今我已经找了 20 多年，虽然只核
对上一名烈士的姓名，但我不会放弃，还会将

‘寻访烈士英名’的计划继续下去，如果有一天，
我走不动了，还有我的孩子会继续为无名烈士
寻家。”74岁的席彦凌坚定地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记者 崔晋涛

母亲临终一句嘱托 老人为无名烈士寻家28年

烈士所在部队战士赶赴朝阳看望席彦凌老人。 肖景昕 摄

建昌同乡爱心团队志愿者到迟杖子村小学扶贫助学。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记者 胡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