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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号牌、伪造行驶证、故意遮挡号牌、未带驾驶证

这个驾驶员一次被扣31分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曲涛 贤才 孙鹏) 套

用假车牌悬挂在同款式的轿车上，

然后又在车牌上贴卡通标志遮挡。

22日，驾驶员王某因由多种违法行
为被市交警二大队民警查获，接受

罚款不说，还一次被扣了31分。

22日14时许，市交警二大队民警

巡逻至万华氯碱厂附近时，发现一辆

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牌被遮挡，开头的

汉字和最后一位数字根本就看不清，

于是上前将车辆拦下进行检查。

驾驶员王某下车后承认自己没

带驾驶证，于是民警连车带人一起带

至大队。经核实，在网上确实有一辆

轿车的车牌号与王某所驾驶车辆的

车牌号一致，但王某所驾驶车辆的号

牌是假的，驾驶证上的年审时间也是

假的。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称这辆

车是从朋友处借来的。至于假牌照和

行驶证上的伪造信息，他也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问及号牌上黏贴的卡通

QQ标志，王某说这是自己女朋友黏

的，当时觉得好玩，没想那么多。

据二大队民警介绍，以前检查出

来的遮挡号牌违法行为一般都是用光

盘、替换数字胶条以及吉祥语等遮挡，

用卡通QQ标志遮挡倒是头一次看

见。王某的违法行为比较典型，不但套

用别人车牌号，伪造行驶证信息，而且
套用的车牌竟还是伪造的假车牌。

最终，驾驶员王某因实施伪造

号牌、伪造行驶证、故意遮挡号牌、

未带驾驶证等违法行为，被处以罚
款4250余元，扣驾驶证31分并扣车

的严厉处罚。

格《八旬老太当了64年黑户》追踪

“烟台最牛黑户”从没用过户口
为了恢复身份，一张纸片最终起到关键作用

文/片 本报记者 孔雨童

24日，本报C10版报道了海阳一

位83岁老太太当了64年黑户的事，市
民们看后都觉得惊奇，甚至有市民称
这位老太太为“烟台最牛黑户”。

记者实地探访得知，如果不是2年
前的一场大病，年过八旬的杨锡凤老
人恐怕现在也不会知道自己一直是

“没有身份”的人。

83岁老太太64年没户口
24日下午，在海阳市邢家

村一座不大的农家院里，83岁

的杨锡凤老人颤微微地走了

出来。老人身高1米5左右，显

得很瘦小。她把记者迎进屋，

一下子爬上半人高的炕头。

“大娘，精神很好啊。”记

者高声说着，老人笑呵呵地挥

了挥手：“来了好啊。”杨锡凤
的大儿子邢桂园赶紧告诉记

者：“俺妈聋啊，基本听不见。”

杨锡凤住的这个院子是

二儿子邢桂喜的家。老人一生

有6个儿女，从15年前老伴去

世起，儿子们轮流照顾她。

说起老人的户口，大儿

子邢桂园说，母亲1947年跟

父亲结婚，然后把户口从原

来的村子迁到这里。“那个年

代，可能就是简单做个登记，

一人一个证明身份的小牌。”

邢桂园说，也许是建国前对

户口都不重视，母亲一直没

到政府落过户。随后的60多

年里，村里管档案的会计一
批批地换，母亲登记的那些

证明也丢了。

现在的人没有户口，肯

定会有种种不便。但邢桂园

说，母亲一辈子种地干活，

建国后参加了公社，加上本

身性格内向，没大出过村，

所以一辈子没用过户口。邢
桂园告诉记者，早些年家里

没钱，用不着户口存钱，有

个小病就找村医治治。后来

有钱了，母亲也已经老了，

所有的事都是儿女给办，更

用不上户口。

让一家人发现杨锡凤“没

身份”是在2009年。“俺妈喘得

很厉害，就住了院。”这一病杨

锡凤花了3000多元钱，邢桂园

听说入新农合可以报销近
1000元，他想给母亲办。

“但是人家说，按照登记

来看，海阳市就没这个人。”邢
桂园说。

一张泛黄的纸片现身了
邢桂园在父母的老屋里

翻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当年母

亲落户的任何证据。

后来，东村派出所知道了

这件事，民警马君叶也开始帮

忙找。“过去很多村子的档案登

记牌都丢得差不多了。”马警官

说，她最后找到了邢家村村委，

又和如今的大队会计找了不少

之前干过会计的人，翻了十几

本档案，终于在一张手写的纸

片上发现了“杨锡凤”的名字。

24日，记者在村委看到了这
张手写的纸片。有些泛黄的纸

面上，用钢笔、圆珠笔写着很多

名字，记者找到了杨锡凤三个

字和后面写着的户号、门牌号，

其中“锡”字还是用繁体写的。

“这个有几十年历史了，但究竟

是哪一年写的，谁都不知道。”

马警官说，这张关键的纸

片证明了杨锡凤曾在村中有过

登记，加上一些其他的证明材

料，现在可以给老人办户口了。

格延伸调查

辖区1万多人，光去年就“冒出”20个黑户
“现在很多人都不重视自

己的户口，常常耽误事。”在东
村派出所户籍大厅，马警官告
诉记者，每年都有不少黑户来
找户口，东村派出所辖区共1

万多人，光2010年就补办了约
20个这样的户口，黑户的“黑
龄”从几年到五六十年的都
有。

马警官说，黑户大体上有
三类：一是像杨锡凤这样的，

老户口提出来没落下就丢了；

再就是有的人去了外地，但是
多少年都没回来，也根本联系
不上，根据相关规定就注销
了；还有一类较常见的，就是
大学生毕业后迟迟不落户。

马警官表示，农村政策越

来越好，2011年新出台了农村
老人60岁以上可以领补助的
政策，一些老人想办新农合或
是领补助，于是开始办户口。

但是，经常是没法报销给家庭
带来负担时才想起来办，或者
是生病住院后才想起来办。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很多
大学生毕业了记着找工作，却

忘了落户口，甚至有的要结婚
了才急着来落户。”

马警官说，二代身份证从
2006年开始办理，如今国家已

经准备停止一代身份证的使
用了。而很多没有落户或是丢
了户口的人没法办二代身份
证，一旦一代证停用，将会给
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不少市民很奇怪

人工湖咋见底了
记者询问得知，抽水主要是

为了检修阀门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李婵
娟 实习生 郭婷) 很多市民连

日来向本报反映，南山公园人工湖

的水突然不见了。记者从有关部门

得知，这里正在进行人工抽水，抽

水之后还将对湖底的供排水阀门

进行检修，并对湖底进行清淤。

24日12时，记者来到烟台市南山

公园时发现，人工湖里的水已所剩不

多，除了湖中央还可以看见湖水，湖

岸边的淤泥和砖块都已裸露出水面，

工作人员不时用竿子打捞湖底的物

品。随后流出南山公园区域。经常跟

老伙计们到南山公园闲逛的王羲芝

老人对记者说，还没有放水之前，这
里的湖水至少有一米半深。

南山公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人工湖的湖水一般是雨水积成

的，水位很难控制，“水位过高很容

易对岸边游玩的游客造成安全隐
患。”这位工作人员说，人工湖底有

控制湖水水位的供排水阀门，而这
些阀门年久失修，有时候并不能起

到应有的作用。这次排水其实是为

了检修湖底的供排水阀门，并清理

湖底淤积的废弃物。流出的湖水将

通过地下水管道，最后进入大海。

“冬天太冷，湖水结冰，夏天是

游客在湖中游玩的好时候，现在修
正好。”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冬春接

替时节，人工湖的水位最低，游客也
较少，是检修的好时候。等检修好

了，正好迎来下一个雨季，湖水过不

了多长时间就能和以前一样高了。

高处作业一脚踩空

一男子摔伤腿和腰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钟建

军 见习记者 曲彦霖 实习生
吕志慧) 24日上午11点左右，

一男子在工厂干活的时候，因脚下

的彩钢板不稳而踩空，从4米高的

房顶上跌落。经初步检查男子腿部

和腰部受伤，具体伤情还要等检查

结果出来再看。

24日中午12点，一男子被推进

烟台山医院急诊室。担架车上的男

子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医生初步

检查发现，男子是腿部和腰部受

伤，右臂也有轻微擦伤，具体伤情

还要等全面检查完才可以确定。

一旁陪护的工友告诉记者，该

男子是在干活的时候从房上跌落下

来的，该男子因为没有注意到脚下

的彩钢瓦，一失足就跌了下去。该男

子所在单位的于经理告诉记者，该

男子有各种保险，可以安心治疗。

杨锡凤老人在接受采访。

南山公园人工湖快见底了。

起到关键作用的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