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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完热线，安排专人立刻办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志华率7部门负责人接热线，遇问题现场办

1月30日下午3点到4点
半，省公安厅负责人与网友
进行微博访谈互动。网友们
就自己关心和有疑问的事在
微博中留言。据统计，一个半
小时的时间共收到网友留言
200多条。

在微访谈中，许多网友
非常关心户籍问题。针对网
友特别关心的问题，山东公
安人员给予了详细的回答和
解释。

网友“德邻张”提问道：

“现在很多地市都在进行户
籍改革，降低了进城的门槛，
公安厅在新的一年内对户籍
方面有哪些新政策？”

对此，山东公安工作
人 员 给 予 了详细的回答：

“我们将推进居住证制度全
面实施，促进流动人口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户籍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把劳动
就业、居住年限、参加保险等
情况综合考虑，借鉴实行

‘绿卡’制度，大力引进高

素质人才，改善城市人口
结构，形成大中小城市均
衡发展的格局。”

在潍坊买了一套二手房
的网友“吕东lawyer”也发问
道：“在原户主没有迁走户口
的情况下，自己的户口是否
可以迁入。”山东公安工作人
员详细地答复说，按照户口
管理规定，一套房只能有一
户，所以必须要找到原户主，
将户口迁出，才能落户。

除了户籍问题，网友特

别关注食品药品犯罪问题。
工作人员介绍称，2012年全
省公安机关共接到群众举报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线索1900
余条，据此破获案件180余
起，向群众发放奖金40余万
元。

在本次微访谈中，山东
公安厅工作人员认真答复网
友提出的问题。通过网络这
个平台，拉近了网友和政府
间的距离，受到了网友的一
致好评。

本报济南1月30日讯（记
者 邢振宇 实习生 周国
芳） 每当遇到突发情况，自
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不方便
拨打110咋办？针对此种情
况，省政协委员、民革青岛市
委秘书长王夕源向大会提交
提案，建议尽快实现我省110
短信报警功能。30日，省公安
厅指挥中心现场答复时表
示，12110短信报警2月底前
有望投入试运行。

从2007年起王夕源连续
7年向青岛市、山东省公安部
门提出此建议，但常常得到

“条件不成熟，尚不能实现”
等答复。

在调研中，王夕源发现，
我省110短信报警功能至今
未能实现的原因，主要是电
信运营商“不敢为、不愿为”
的问题。其拒绝理由竟是

“若有短信遗漏谁该负责？”
或“产生的短信费用谁来承

担？”
“12110短信报警近两年

在全省开始了部分试点，
2012年上半年开始进行全省
统一建设的前期筹备工作。
先后和移动、联通、电信就技
术实现方式和资费等问题进
行了多次沟通协调，终于在
2012年12月底前完成了招标
工作。”30日上午，省公安厅
指挥中心有关负责人上门答
复了王夕源的提案。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
省公安厅已投入资金240多
万元，完成了全省12110报
警平台的硬件采购安装和
软件开发，与三大运营商就
接入方式、资费等达成了初
步意向，草拟了协议，春节
前完成网络调试，春节后进
行短信平台与三大运营商
的系统测试，2月底前投入
试运行，整个建设进度在全
国属前列。

不方便打电话报警，改用短信也一样

短信报警2月底前试运行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与网友微博互动，回答户籍新政

我省将开展户籍改革试点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吴金彪 实习生 闫赟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志华

本报济南1月30日
讯（记者 杜洪雷 吴
金彪 实习生 闫赟）
“我已经把你反映的

情况记下来，省厅会督
办到底。”30日下午3：00
-4：30，省公安厅副厅
长张志华率领7个部门
负责人通过本报96706
热线接听了120多名群
众来电。与此同时，本报
微博访谈也收到网友
200多条留言。

下午2时30分许，张
志华以及省厅刑事侦查
局局长田在谋，法制总
队总队长赵永生，经侦
总队副总队长郝建，治
安总队调研员杨永东，
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
赵 建 新 ，交 通 管 理 局
副局长石学鹏、刘伟、
蒋继山以及消防总队
副总队长郑海申早早
地来到了本报呼叫中
心。虽未到接听时间，
但热线电话已经此起
彼伏。

“咱们就开始接热
线吧，多接一个就能多
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张
志华一句话让接听活动
提前了20分钟。一位自
称遭遇了诈骗的读者房

女士反映，在2011年，有
一个人以假冒的房产借
了很多人的钱，从房女
士手中借了十多万元，
结果这个人最后失踪
了。

“一般诈骗构成要
件是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他人财物。你需要对
一对，这个人是不是构成
诈骗。”张志华给其详细
解释道，“我接听完热线
安排工作人员和你面对
面交流，如果是诈骗犯
罪，我们会督办这个案
件”。

“群众反映的问题
很多，有些需要调查核
实的问题，各部门一定
要尽快落实回复。”张志
华说，从接听热线的内
容来看，都是老百姓关
心的具体问题，比如家
人走失、户口迁移、被骗
钱物等。这些问题看似
不大，然而对于一个家
庭来说，就是“最大的
事，天大的事”。年底了，
每一名民警都要学会换
位思考，真正从老百姓
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
好这些民生警务，把每
一件事都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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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属于经
侦管辖方面的问题，你们
回去落实一下。”热线接
听刚刚结束，省公安厅副
厅长张志华就在本报呼
叫中心现场开起了办公
会，经侦、刑侦、治安、交
管、消防等方面的负责人
围坐在一起，记录并讨论
起热线接听内容。

“要带着深厚的感情
去回应百姓诉求。”张志
华说，对于一些处理难度
较大的纠纷类问题，公安
部门不能回避，要在职权
范围内为老百姓考虑，联
系相关部门尽快处理问
题，不要拖延，“时间要快，
效果要好。能当天办的绝
不拖到明天。要对得起老
百姓对于公安机关的信
任。”

热线刚结束

开起现场会

热线“烫手”

民警传纸条

由于打电话的读者
多，反映的问题涉及经
侦、户口、刑事案件等诸
多方面，接听电话的部门
负责人遇到“非本部门”
问题，一般会转给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答复。不过
由于热线太热，一些问题
还是来不及回答，接线人
员只好先把问题记下来
再转交相关部门。

“这里有两个反映经
济问题的。我都记下来了，
一会儿转给经侦总队的郝
建副总队长。”山东省公安
厅治安总队七支队支队长
林玺政边说边将记录的纸
撕下，叠成条状纸条。上面
写有读者电话号码和提问
的大致内容。

看到这种方式“快捷
有效”，其他部门的工作
人员也纷纷效仿，一时间
接听热线现场纸条“飞
舞”。对于读者提出的问
题，同一个部门的民警也
在相互讨论。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吴金彪 实习生 闫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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