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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许可证到手两年
学校筹建仍搁置

“时间过去太久了，我得想想。”说
起培训学校筹建的事情，有很多的细
节和办事流程高杰需要仔细回忆才能
记起。2016年5月，经过山东省民政厅
核名，济南市人社局审批，高杰拿到了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到现在已经过
去两年了，当时热火朝天地跑手续、筹
建培训学校，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件十
分久远的事情。

也是在2016年5月，李斌的培训
学校刚刚开始筹备，五六个月的时间
里，实操场地、教室场地、师资力量全
部准备好。为此，李斌和同事们整整忙
活了小半年，“这些条件准备好之后，
装订申请材料报送济南市人社局，人
社局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评审，审核
通过，我们于2017年的1月拿到办学许
可证。”李斌说。

刘鑫拿到证的时间要比李斌早一
些，大约是在2016年的下半年，在那
之前，他也已经租好了房子，就等着最
终登记完成，开始招生。两人都有同一
个想法：成立一家省级职业培训学校，
借助济南的省会优势面向全省招生，
把事业做大，创建品牌服务社会。

拿到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后，这
些美好的未来似乎都已近在眼前，但
是他们三位都没有想到，培训学校的
筹建走到这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一
直搁置到了现在。

审批权限下放
登记单位不认可

“我们拿到许可证之后，需要到山
东省民政厅登记，就是在登记的时候
遇到了麻烦。”高杰说，由于学校拿到
的许可证加盖的是济南市人社局行政
审批专用章，而山东省民政厅表示只
有同级业务主管单位审批的，他们才
可以受理。

高杰的这一说法，山东省民政厅
相关工作人员也给予了证实。该工作
人员表示，如果成立省级民办培训学
校，要到山东省人社厅办理许可证，随
后再到山东省民政厅登记。“不过省级
的现在可能不批了，目前来说，济南市
可以审批，不过我们不接受市里面审
批的。”

不接受市里审批也有法律依据。
记者了解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

“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同级业务主管
单位审查同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登记管理。”

为何山东省人社厅现在不审批了
呢？山东省人社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2015年12月2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2015年第二批削减省级行政
审批事项的通知》（鲁政字〔2015〕277
号），将本来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实施的行政许可“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设立审批”，下放至设区市人民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下放之后我们
没有审批的权力了。”那么，目前高杰、
李斌和刘鑫遇到的问题还有什么解决
办法吗？“现在不太好办。”该工作人员
坦言。

本想方便市民办事
反为办事设置了障碍

从许可证办下来到现在已经一年
半了，这张许可证一直躺在李斌的档
案柜里，从未拿出来看过，但这件事却
一直在李斌的心里记挂着，从未放下
过。“可以说，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大
心事了。”

此前，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曾经
告诉李斌，将会协调省人社厅、省编办
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每隔两三个月，
他都要给省民政厅打个电话，可一直
回复没有进展。“登记办不了，接下来
的一切都办不成，我们的这个培训学
校也就开不起来。”

“申办培训学校的场地早已签订
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每年光租金就
得损失几十万。”刘鑫说，“我听说不光
济南有这种情况，青岛、潍坊也都有被
卡住的学校。”

在高杰看来，最大的损失还是机
遇，“前几年，我们想做这个行业的培
训还比较新，那时候如果把学校开起
来，也就能发展起来了，可现在这个机
遇已经过去了。”

“每次给省民政厅、省人社厅、济
南市人社局打电话的时候，工作人员
的态度都很好，可以给我耐心解释。”
刘鑫说，当初把审批权限下放到市里，
应该是为了市民办事更方便，可现在
的情况是下放之后反而让市民办事办
不成了，而且一拖就是一两年，“真得
想想办法了。”

（文中李斌、高杰、刘鑫均为化名）

文\片 本报记者 张阿凤

直径约70厘米老树
被刮倒砸坏三辆车

李季是6月28日凌晨1点15分，接
到的夜班执法队员打来的电话，打电
话的队员说夜间巡查归队后发现，单
位门口的两辆行政执法车和一辆私家
车，被大风刮倒的老树砸了。接到电话
后，李季立马从家里出发，连夜赶到位
于建设路22号的济南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支队门口。

眼前的景象令他吃惊。单位门口
那棵30多年、直径约70厘米的大树被
拔根而起，一头栽在旁边停放的两辆
执法车和一辆私家车上。其中那辆普
桑（执法车）损坏严重，车顶棚和左车
门明显变形，发动机盖和挡风玻璃均
被砸坏。

李季第一反应是先打110，公安
部门回复称，车辆不是行驶过程中遭
遇剐擦，这种情况不应出警。随后他又
联系了12345和园林部门，天快亮的
时候，市中区园林局的抢险队伍来到
现场，并告诉李季，这棵树没有上保
险，不归园林部门负责。

现场找不到应负责的人，李季拒
绝了抢险队伍先移走大树的提议，抢
险队伍也在清理了旁边一棵大树后离
开。大树的产权到底属于谁？城管的行
政执法车辆损坏到底谁来负责？此后
的一周时间，李季开始了艰难的维权
之路。

和李季一起维权的，还有济南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队员鲁
先胜，也就是这次被砸私家车的车主。
这次被砸的三辆车中，他的私家车比
两辆执法车受损还要严重。

园林局还是街道办

大树产权界定难

两人先是联系到市中区园林局。
工作人员回复称，目前树木产权性质
尚不清楚，等确定后再给答复。“先说
不确定，后来就直接说不是他们的。”

随后，李季又找到济南市园林局。
市园林局回复他，目前济南城市绿化
为三级管理，第一级为街道办事处，第
二级为区园林局，第三级为市林业局，
市园林局不再参与工作。

于是，李季再次找到市中区园林
局，这次市中区园林局详细解释了树

木产权问题。“他们告诉我，区园林局
负责的仅限于财政资金栽种的树木，
这棵老树明显不是他们种的，他们只
负责抢险，不负责赔偿，树木产权不清
可找区政府认定。”

就连树木所在位置，究竟属于四
里山街道还是二七新村街道，两方
也互相推脱了一番。最后四里山街
道回复称，树木因为在主干道两侧，
应由区园林局负责，街道无法处置。
其间李季也咨询过当地居委会和市
中区委，均未搞明白这棵树究竟谁来
负责。

李季无奈打了1 2 3 4 5，市中区
12345的回复让他再次感到失望。市中
区12345热线告诉他，他们将案件分别
转办给了区园林局和街道，但街道说
是园林局负责，园林局说是街道负责。

“这么多天来，我们天天在找这些
部门，却被各种踢来踢去，这种推诿扯
皮、不作为、慢作为的行为让我非常心
寒。我一直觉得，不至于走到法律诉讼
的地步，但现在看来只剩这一条路。”

大树砸坏30多辆车
相邻区却未现纠纷

一周多来，执法车和私家车一直
压在老树下，至今未能清理修复。而同
时，倒下的老树旁另一棵已倾斜近60
度的大树，也始终无人管理。

5日，记者联系到市中区园林局。
工作人员的回复和之前类似，依照规
定，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树木才
由区园林局负责，此树不在范围内。
二七新村街道办事处称辖区不属于
二七，四里村街道办事处则回复称，
因前期拆迁导致办事处间界限模
糊，需向市中区民政局进一步确认，
如确属四里山辖区，会联系车主商议
赔偿问题。

同时，记者获悉，同样在6月28日
被大树砸坏30多辆车的天桥区，却几
乎未出现类似纠纷。天桥区园林局工
作人员介绍，因为近几年遇到过类
似纠纷，于是大约三年前，天桥区园
林局就通知各街道，将除封闭式小
区之外的主次干道两侧和开放式小
区的树木全部统计上来，由天桥区园
林局统一购买保险，以保障不会有树
木“落了空”。

“这本不是我们必须做的，但作为
主管部门，不愿意推过来推过去，就提
前一步，多做一步，把预防工作先做
好。”天桥区园林局工作人员表示。

卡卡在在哪哪里里？？
权力下放后部门衔接没跟上

民办学校审批进入死胡同

谁谁来来担担责责？？
老树砸坏城管执法车

也遭遇推诿扯皮难索赔

“手续齐全、场地完善、师资具备，还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可以说要开
办一家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这些条件我都有了，可这培训学校就是开不
成。”日前，济南市民高杰向本报反映，他要开办一家省级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可开办流程却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拖了两年，至今无解。不仅高杰遇到
这样的问题，被卡住的民办培训学校还有多家。

6月28日凌晨大风刮倒的一棵老树，砸坏了建设路上济南城管行政执
法支队门口的两辆执法车和一辆私家车，如今一周过去，三辆车仍压在树
下。一周时间里，执法队员向所在地居委会、街道办、区园林、12345等部门
多次投诉解决，却深刻体会到了事情得不到解决的无奈。

李斌（化名）于2017年1月就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但他想办的培训学校到现在仍

无法开张。

6月28日凌晨大风刮倒的一棵老树，砸坏了建设路上济南城管行政执法支队

门口的两辆执法车和一辆私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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