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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酒收藏馆巨资收购老酒（沈阳站）

活动地址：沈河区青年大街52号高登大酒店1812室 活动时间：1月5日至1月11日（早8：00-晚5：00）
乘车路线：125、129、130、159、214、258、244、265、277、293路、地铁2号线市府广场站下车

以上价格为 高度全品相、不跑酒 53度非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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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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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可报销往返车费

联系
电话 15898151966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200元/瓶
2300元/瓶
2600元/瓶
2700元/瓶
2800元/瓶
2900元/瓶
3000元/瓶
3100元/瓶
3200元/瓶
3300元/瓶
3500元/瓶
3900元/瓶
4000元/瓶
4100元/瓶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4200元/瓶
4500元/瓶
4900元/瓶
5000元/瓶
5200元/瓶
5900元/瓶
6700元/瓶
7200元/瓶
7800元/瓶
10000元/瓶
14200元/瓶
14300元/瓶
14500元/瓶
15000元/瓶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5200元/瓶
16200元/瓶
17500元/瓶
18500元/瓶
19500元/瓶
20000元/瓶
20200元/瓶
20500元/瓶
21000元/瓶
22000元/瓶
23000元/瓶
26500元/瓶
31000元/瓶
36000元/瓶

1977年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年
1971年

1970年
至

1953年

43000元/瓶
50000元/瓶
65000元/瓶
83000元/瓶
85000元/瓶
100000元/瓶
110000元/瓶

25万元/瓶
至

100万元/瓶

15910821643

你开不出发票，我就不给工程
款。

俩公司扯皮，拖欠的却是农民工
的工资。本溪桓仁公安局治安大队
了解情况后，专程到 200 多公里外的
本溪市内把承包工程负责人找回桓
仁，协调各方帮农民工讨回了工资。

年终岁尾，农民工最担心的就是
能不能及时拿到工资回家过年。日
前，桓仁公安局治安大队开展打击整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从劳动
监察部门得知该县虹京房地产开发
公司拖欠 11 名农民工工资 11.73 万
元。

然而，虹京公司却表示，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不是他们。

据虹京公司介绍，他们把房屋室
内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本溪嘉兴装饰

装修设计中心，11名农民工是给嘉兴
公司打工的。

但是嘉兴公司开不出发票，虹京
公司没法给付工程款，农民工工资也
就没法发放。劳动监察部门已经给
嘉兴公司下达了支付农民工工资整
改指令书，可两家公司一直没达成一
致，扯皮的结果就是农民工迟迟拿不
到工资。

看来事情的关键是找到嘉兴公
司的负责人王某，让其提供发票。可
王某的手机一直关机。

民警何萍对王某留在合同上的
信息进行研判，判断其很可能就躲在
本溪，于是何萍、王晓华两位民警专
程赶到本溪，终于在嘉兴公司找到了
王某。

面对民警，王某仍然拒绝回桓

仁，理由是开不出发票就提不出工程
款，回去也没用。民警耐心劝说，王
某才同意和民警一起回桓仁解决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随后，治安大队大队长陈景彬又
协调虹京公司、劳动监察大队、城建
局等相关部门，商讨解决办法。经过
5天努力，两家公司达成协议，虹京公
司负责人表示会克服困难，尽快筹集
资金，帮助王某兑付拖欠农民工工
资。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4 时 30
分，11.73 万元筹措到位，虹京公司在
治安大队和劳动监察部门的配合下，
将其发放到农民工手中，11名农民工
终于拿到了一年的辛苦钱。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俩公司扯皮欠农民工工资 民警协调帮讨回

农民工在等待领回被拖欠的工资。 警方供图

成吉思汗祭典中使用的器物，被
称为“头饰之王”的鄂尔多斯蒙古族
头饰，有着蒙古包神韵的青铜灯，这
些有着鄂尔多斯草原民族特色的文
物正在沈阳展出。

日前，“八百年不熄的神灯——
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
史文化展”在张氏帅府博物馆二进
院东、西厢房华丽亮相，137 件（套）
蒙古族特色精品文物为观众展现
了元、明、清及近代鄂尔多斯地区
草原民族敦厚包容、瑰丽多样的文
化积淀。

展览将持续至6月26日。

成吉思汗祭典中使
用代表性器物亮相

张氏帅府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展览由该馆与鄂尔多斯博物
馆联合举办。

展览分“成吉思汗与鄂尔多斯”
“独一无二的草原民族帝王祭祀”
“秉承古训的草原民族宫廷遗风”和
“独具特色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四
个单元，展出了一批成吉思汗祭祀
仪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及十三世
纪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保留的多种
民俗文物，呈现了以祭祀成吉思汗
为核心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
的独特魅力。

展品中的银质巴日古勒图，是成
吉思汗祭典中使用的代表性器物，
器表布满繁缛的卷草纹，显得华丽
而 庄 严 ，为 酒 祭 中 敬 献 圣 酒 的 器

皿。在仪式中，敬献的圣酒被倒入
巴日古勒图，祭祀结束后大家分享
圣酒。

掐丝珐琅五供器，是祭祀、供奉
用器，也称五献，用来安放花、香、灯、
酥油、食物等，包括香炉一件、烛台两
只、花觚两件。器物底部均有金色

“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器身内外均
施繁缛的莲花缠枝纹，且有重回纹扉
棱装饰，珐琅彩纹饰精细、繁缛、富
丽，无比精美。

“800多年来，这种独特的草原民
族帝王祭祀文化被完整地保留下
来。2006 年 5 月 20 日，经国务院批
准，成吉思汗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鄂尔多斯蒙古族头
饰被称为“头饰之王”

在此次展览中，一件清代乌审旗
蒙古妇女头戴，因独特的异域风情和
精美做工，让许多观众驻足。这件头
戴缀满了珊瑚、玛瑙珠，以银圈锁边，
整齐有序，红绿相间，雍容华贵。

据介绍，鄂尔多斯蒙古族服饰
有很强的代表性，头饰更是最华丽
的部分，有“头饰之王”的美称。其
中头戴是当时蒙古妇女出嫁或参加
重要礼仪活动时的佩戴之物。在蒙
古族文化中，佩戴的头饰越重，代表
家庭越富足，地位越高贵。一般重

量在 5 公斤到 10 公斤，最重的近 15
公斤。

此次展出的元代青铜灯，灯体
为 条 形 镂 空 圆 柱 体 ，上 部 为 穹 顶
提 梁 盖 ，下 部 为 花 瓣 形 六 矮 足 。
造型古朴、端庄大气，有蒙古包的
神韵。

蒙古象棋中象刻成骆驼
增添草原游牧生活气息

此次展出的清代木质蒙古象棋，
蒙语称“沙特拉”，与中国象棋不同的
是，这套蒙古象棋把象刻成骆驼，把
兵刻成猎狗形象，增添了草原游牧生
活的气氛。

展览中还可以看到清代彩绘装
盒蒙古棋，棋子用木板雕刻而成，
根据功能不同，雕刻彩绘成虎、牛、
蛇、猪、兔、鸟、狗、羊、轮和牡丹等图
案，同样有着强烈有着强烈的草原
气息。

张氏帅府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天，鄂尔多斯蒙古族依然保留
着十三世纪古老的游牧生产和生活
方式。本次展品中还有古朴神秘的
陶俑，色彩绚丽的景泰蓝罐，沧桑精
美的漆器等大批文物，能让观众感
受草原民族在衣食住行、文化艺术、
宗教风俗、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与众
不同。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看看成吉思汗祭典器物“长”啥样

银质巴日古勒图（右一）。 造型古朴的青铜灯。 本稿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