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岁的大姑娘仍是“黑户”
如今女孩想外出打工却没户口，父亲愁坏了
本报记者 甘倩茹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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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5

滕州市级索镇

的田先生有一独

女，1993年出生，不

过这个女儿至今还

是个“黑户”。如今，

20岁的女儿即将面

临外出工作、结婚

生子等需用到户口

的事情。一时间，愁

坏了田先生。

据了解，田先生的女儿圆圆(化
名)1993年出生，今年已经20岁了。后
来田先生离婚后也没有再婚，父女俩
在一起生活。

据田先生介绍，自从他女儿圆圆
出生后，他一直以为村里的相关负责
人已把女儿的户口统一安上了，后来
知道户口没安后，因为一直没用着户
口，所以他也就没有问过。

在圆圆的成长过程中，曾有两次
需要用户口本，但都因为其他原因避
了过去。按照规定，村里分地的时候，
都会看一下相关人的户口本。田先生
说：“对于合法生下来的小孩，村里的
领导都比较清楚，所以分地的时候，
也没有人向我们要户口本，直接按照

惯例就分了。”圆圆是在村里的小学
就读的，报名时田先生随口说一个身
份证号，就给圆圆报上了名并上了
学。“住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根知
底，所以没拿户口本也能上学。”田先
生说，女儿圆圆上完初中就辍学了，
生活中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用到户
口，所以安户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了。

在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
时，入户政策相对宽松。田先生本想
借着人口普查的机会给女儿入户，但
因计生部门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所以
田先生也就没有给圆圆安户。“当时
我想孩子又不是非法生养的，所以没
交这个费用，也没有办。”田先生说。

分分地地、、上上学学时时都都没没用用上上户户口口
记者从滕州市级索镇派出所

了解到，像圆圆的这种情况，在农
村并不少见。“很多家长在孩子出
生之后，觉得入户并不重要，到了
用的时候又开始着急。”派出所工
作人员说。

据工作人员介绍，入户需要
医院开出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
能认定亲缘关系。因为圆圆是在
家找产婆接生的，而《出生医学证
明》从 1 9 9 6年 1月 1日才开始使用，
所以圆圆要办理入户手续，只能
通过进行DNA亲子鉴定的方式确
定亲缘关系，然后才能办理入户。

派出所工作人员拿出了最近
进行亲子鉴定人员的资料，记者

看到，和圆圆情况相类似的还有
很多。工作人员表示，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如果学校和村里负责人
能按照法规程序办事，而不是靠
熟人模式办理一些事情的话，为
孩子办户口的事情也不会一直被
搁置下来，而作为圆圆的监护人
田先生，在给孩子入户一事上也
存在失责之处。

由于进行DNA亲子鉴定的费
用由当事人承担，而考虑到田先
生的家境比较困难，派出所工作
人员表示，当务之急是解决圆圆
的入户问题，让孩子有一个合法
的身份，所以情理之中，他们会给
田先生减免一些费用。

需需要要亲亲子子鉴鉴定定确确定定亲亲缘缘关关系系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袁鹏 通讯员 张雷)

18日，记者从山亭公安分
局交警大队了解到，为加强
对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及摩托车的安全管理，山亭
区将从3月15日起到6月15日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三小车
辆”专项集中整治行动。

据山亭交警大队工作
人员介绍，由于辖区内部
分居民法律安全意识淡薄
以及存在侥幸心理，不少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及摩托车车主在日常车辆
使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为预防交通事故的发
生，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
环境，交警大队将对“三小
车辆”违法行为进行集中
排查整治。对存在低速载
货汽车、三轮汽车、摩托车
无牌上路、无证驾驶、酒后
驾驶，违法载人、超载、超
速，假牌、套牌及非法改
装、报废车上路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
处。

同时，结合交通安全宣
传“十有”主题活动和“社区
六进”活动，组织民警进社
区、单位、企业和公路沿线村
镇，向市民、农村群众宣传

“三小车辆”违法的严重性和
危害性，提醒并告诫群众自
觉抵制违法行为。到目前为
止，已经查纠各类“三小车
辆”交通违法行为100余起。

山亭集中整治

“三小车辆”

近日，枣庄市质

检所对经检验不合

格的食品进行了集

中销毁。这次销毁的

主要是豆制品、固体

饮料、乳饮料、白酒

等不合格食品以及

超期食品，涉及种类

达百余种。

本报通讯员 胡

晓宇 本报记者

马明 摄影报道

打着残疾人组织的幌子骗钱
相关部门：从来没有让个人以残疾人协会的名义募捐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孙姝华 ) “我们
是残疾人协会的，我们是聋
哑人，我们在进行爱心捐助
活动，伸出您的援助之手，
献出您的一份爱心，我们万
分感谢。”近日，市民孙先生
反映，有人打着残疾人协会
爱心捐助的名号，在一些人
流量大的地方骗人，他也差
一点上当受骗。

据孙先生介绍说，1 6

日，他和朋友在君山路一家
快餐店用餐时，进来2个人，
他们手里都拿着纸，一张纸
上写着残疾人协会，爱心捐
助之类的，另一张纸是记录
捐款人的相关信息。“当我
看到纸上写的信息时，第一
感觉就是会不会是骗人的，
以前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在快餐店、车站等地

方碰到这种打着爱心捐助
名号骗人的事情，当我问快
餐店的服务员他们是不是真
的是残疾人协会的，以前是
不是也来过时，我看到那两
个人，看了我一眼之后就走
了。”孙先生告诉记者，当时
他就感觉那两个人，可能是
打着残疾人协会爱心捐助的
幌子进行骗人的。

17日，记者来到君山路

的几家快餐店内等了一会，
却没有看到孙先生所描述的
那两个人。记者询问快餐店
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称，前
两天有自称是残疾人协会的
人出现，今天没有出现。

随后，记者咨询了枣庄
市市中区残疾人联合会。市
中区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让
残疾人个人出去，以残疾人

协会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
的捐助活动，如果需要募捐
的话，他们也是通过大型活
动来募捐。“我们一般都会
在助残日举行活动时募捐，
平时不会让个人以残疾人
协会的名义募捐，如果市民
遇到这种情况，应当谨慎
一些，以防上当受骗。”市
中区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
人员说。

销毁劣质食品

路灯坏了半年 小区居民摸黑走
小区经常出现丢东西，储藏室被撬的事情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孙姝华) “这个小
区的路灯有半年多都没亮
了，黑灯瞎火的导致百余户
住户出行很不方便，而且，盗
窃事件频繁发生。”17日，家
住君山路花园西小区的刘先
生打来电话反映。

据刘先生介绍说，每天
晚上他下班回家的时候都得
摸黑走，小区里面安装了路

灯但是却不亮，自从他们小
区的路灯坏了之后，小区的
治安也不如以前了，“前段时
间，我们小区有好几辆车在
晚上都被砸了，即使有监控
录像，也因为没有路灯，黑灯
瞎火的没有拍到任何有价值
的线索。”刘先生告诉记者，
以前路灯亮的时候，治安比
较好。

随后，记者来到了花园

西小区，看到在该小区的
主干道上，都安装了路灯，
但是却不亮，“这里的路灯
自从开始修君山路的时候
就不亮了，到现在都有半
年多了，一到晚上就黑灯
瞎火的，小区内的车也比
较多，没有路灯出行太不
方便了。”住户孙女士告诉
记者，晚上她们都不敢带
着小孩出来。

“没有路灯，我们这个
小区的治安也很乱，经常
有丢东西的，或是储藏室
被撬的，我们也都快习以
为常了。”住户王先生说，
不仅如此，就连汽车的轮
胎都有被偷走过的。

记者看到，这个小区
向南可以通到解放路，向
西可以通到中天步行街，
小区内的车流量比较大，

“七点多钟的时候借着住户
的灯光还好走一些，等到了
九点以后，就看到整个小区
漆黑一片，有好几次都因为
没有路灯，我差点骑电动车
撞到在路边停靠的轿车。”宋
女士说。

“现在，我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小区的路灯可以尽快的
亮起来，晚上我们出行也方
便一些。”孙女士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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