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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姜女士打进热线
电话咨询，她所在的公司位
于华阳路69号，留学人员创
业园1号楼，最近沾上了一

起诉讼官司，因为弄不清楚
这里是属于历城区还是历
下区，不知道到底该去哪个
法院。

他们公司到民政部门
咨询过，结果这个留学生
创业园处于历城区和历下
区交界线上。历城区民政
局的工作人员拿出勘界图
纸，发现当初标注的参照
物都已经拆除了，比如某
某小学门前多少米是界
线，但是小学都不存在
了，也就无从考证确切的
分界线。

济南市民政局区划地

名处的刘琦科长表示，行政
区划是一条不规则的线，随
着拆迁、建设，有的建筑物
很可能正好处于界线上，成
为跨区建筑。如果需要详细
确切的界线划分，民政部门
可以提供，也可以根据经纬
度等，利用GPS定位测出界
线的具体走向。如果界线恰
好穿过建筑物，一半在这个
区，一半在另一个区，地上
物的管辖权则由相关部门
确定，像打官司具体该由哪
个法院来受理，就要由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派。刘琦
告诉姜女士，随后会同历
城、历下两个区的民政局有
关人员，带上图纸资料，一

起到现场勘测，确定这个楼
的确切属地。

市民政局副局长翟旭
东接听的第一个电话，是
一位老人咨询公墓的问
题。她打听到有个村子新
办了一家公墓，比市场价
格低很多，但她又担心买了
非法公墓。

翟旭东告诉她，济南市
批准的经营性公墓一共有7

家，并没有她提到的这处公
墓。应该是村里的公益性公
墓，这种公墓经过区民政局
批准可以供村民自用，但不
能对外经营。因此，不受法
律保护，不建议市民购买，

买下来有很大风险。最好购
买合法公墓。

“现在公墓太贵了，

我跑遍了济南所有的公
墓，包括长清的，都得要1

万多元。为什么买个公墓

这么贵？”她说。翟旭东表
示，现在公墓的价格的确
在涨，政府也在研究，寻
求解决之道。目前墓穴的
价格是市场主导，不是政
府主导。济南现有的 7家
经营性公墓中，只有玉函
山安息园是民政局直管的
国有公墓，其他都是企业

和个人经营的，市场化运
作，价格由市场调节，政
府说了不算。而玉函山安
息园目前已经处于饱和状
态，无法再接受批量的安
葬。

另外一个原因，传统的
观念讲究入土为安，大部分
人习惯于老风俗，现在土地
越来越紧张，死亡人数并没

减少，因此导致墓穴供不应
求，价格走高。

本报11月18日讯 目前居委会

中大学生比较少，平均下来每个居委
会的大学生还不到一个，目前，济南

市民政局已经计划逐步增加居委会

中大学生和专业社工人才的比重。

“居委会工作几乎涉及济南市的

各个部门，不光是调节邻里纠纷，还

要承担起文教、卫生、医疗等重任。”

18日上午，济南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

副处长田芳在做客齐鲁晚报·生活

日报热线时表示，今后将逐渐完善

提高居委会中大学生和专业社工人

才的比重。

目前，济南市居委会干部仍然以

多年从事居委会工作的“老主任”为
主，这些主任们常年在基层工作，与

辖区居民接触多，了解情况，威信也

高，在协调处理工作中有独特的优

势，但是社区工作又是很庞杂的，“现

在有许多部门设立了社区服务站，为
市民服务已经从基层做起了。”由于

社区中的工作内容已经不仅是调解

邻里纠纷、家庭矛盾，也需要一些新

型人才，大学生虽然缺乏基层实践经

验，但是掌握新技术，理论水平也比

较高，是社区工作中需要的人才。

“目前社区中虽然已经有大学

生，甚至还有研究生，但是占的比重

非常小，目前平均下来每个居委会还

不到一个。”田芳表示，将会逐渐完善

和转化居委会的成员组成。

“目前，济南市居委会干部的报

酬已经纳入财政预算。”田芳表示，目

前济南市居委会干部的补贴为2491

元。据了解，从2007年到2010年，居委
会干部的补贴几乎以每年递增300元

的速度上涨。待遇的提高也更有利于

居委会吸收人才，留住人才，调动工

作积极性。

“我们这个楼属于哪个区？”

“这处公墓买下来有风险！”

一个居委会平均不到一个大学生
居委会中大学生和专业社工人才的比重将逐步增加

18日，民政局长接热线过程中，一

名年过六旬的老汉打来热线反映，他通

过一家婚介所想找个老伴，交了350元

的中介费后，婚介所接连给他介绍了五
个对象，每见一个就收取50元见面费。

“我今年60多岁了，想找老伴，婚介所每

次给我介绍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小姑

娘，这不明摆着是婚托欺骗吗？”

济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李

乃芳表示，“利用虚假广告的形式进行

诈骗，是一些婚介机构进行非法盈利的

主要手段。”李乃芳称，他们会联合公

安、工商、物价等部门定期对婚介所进

行抽查，及时处理问题婚介所。

老汉想找老伴

被婚介所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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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完热线后，民政局开办公会研究落实问题的解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