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回农业户口，咋就这么难？
非农业户口转农业户口至少要满足5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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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杨青)

结婚4年多，家里户口本上却只
有丈夫、孩子，近日滨州市阳信县
商店镇魏宅村村民刘先生，因要
把妻子户口落到家里一事费劲心
思。户籍管理部门表示因女方属
非农业户口要转农业户口需满足
多项规定。

滨州阳信县商店镇魏宅村村
民刘先生与妻子雷女士于2008年
登记结婚，婚后刘先生一直想要
把妻子的户口落到家里，却一直
未能办成。据了解，雷女士原本也
是商店镇一村的村民，2002年因
到滨州市滨城区技工学校学习，

户口便跟着迁到了学校，成为非
农业户口。2005年毕业后，雷女士
的户口被学校放到了滨州市市中
派出所，没能及时转回村中。“当
时，学校也没提迁户口的事，我对
象也不知道。”刘先生说。

据了解，刘先生和雷女士现
在都在滨城区务工，租房居住，雷
女士并没有正式工作单位。因想
要把妻子户口落回村里，刘先生
先后找到滨州市市中派出所、商
店镇户籍管理部门、阳信县户籍
管理部门多次。

“市中派出所的说直接到镇
上办理落户就行，镇上户籍管理

的说我妻子是非农业户口不能把
户口落回村里。我又问了县里户
籍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要有
宅基证才给办。”刘先生告诉记
者，因家中居住的是老房子，并没
有宅基证，“现在村里很多人家都
是没有宅基证的，他们说没有宅
基证就不能转，我妻子本来是农
业户口转成非农业的，现在要转
回来怎么就这么难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阳信县户
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解释，现如
今非农业户口转农业户口要求非
常严格。根据山东省下发的《积极
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

知》以及滨州市下发的《关于贯彻
鲁政办发〔2011〕40号文件积极稳
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
知》相关规定要求，非农业户口转
农业户口需满足以下条件：实际
长期在村里居住；有村里房屋的
宅基证；在村里承包土地，对土地
有承包经营权；从事农林牧渔等
行业。另外，还要在当事人所在区
域进行责任区居民调查，了解当
事人实际情况。

对于没有宅基证的情况，工
作人员表示带着户口本和身份证
就可以到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宅基
证。

本报4月7日讯 (记者 王忠
才 通讯员 田晓剑 ) “做梦
也想不到啊，这么快就给俺办
好了，谢谢你们啊。”2013年3月
19日，现住山东省惠民县姜楼
镇黄辛庄村的王孝义拉着派出
所民警的手连声道谢，感谢民
警为他解除了困扰 3 0 来年的

“人户分离”难题。

3月13日，惠民县姜楼派出
所户籍室接待了一对60来岁的
老年夫妇，男的名叫王孝义，祖
籍系惠民县姜楼镇黄辛庄村，女
的名叫苏明春，籍贯系辽宁省岫
岩县。据了解，两人于1981年在
辽宁省登记结婚，婚后王孝义随
妻子苏明春在辽宁生活三年。期
间，王孝义将户口迁至辽宁省岫

岩县。三年后，王孝义携带妻子
苏明春回到原籍惠民县姜楼镇
居住至今。由于人户分离给王孝
义一家带来了不少麻烦

派出所户籍民警通过翻阅
旧户口底册，以及王孝义夫妇
提供的宅基证、结婚证、村委会
证明信等材料，快速为其办理
好审批材料并上报惠民县公安

局治安大队户政部门。户籍民
警告知老人将在办好的准迁证
等手续寄回辽宁，让辽宁的亲
属代办，然后再将迁移证邮回
来即可。

3月19日上午，王孝义带着
办好的迁移证来到派出所。户
籍民警当即为王孝义一家办理
了落户手续。

人户分离三十年，民警帮忙解难题

人户分离的原因与不便

人口分离就是户口在这个
社区、村居，而人却常年居住在
另外一个社区、村居或是另外
一个城市。在一些乡村地区，有
一部分人因为怕麻烦，担心被
人管而选择人户分离，不及时
将户口跟进。

对普通居民来说，如果出

现了人户分离，生育、上学、申
请低保等都会受到影响。是什
么 原 因 造 成 了 如 今 的 人 户 分
离？人户分离带来了哪些问题？

惠民县公安局户政科工作
人员称，造成人户分离的原因有
很多，因拆迁、购置新房等原因
变动住址后未立即办理迁移手
续。高校学生毕业后，档案关系
空挂在人事服务机构、部分群众
为了孩子上学，将户口迁到名校

附近地区等原因，导致人走了户
口却没有着跟着走。最主要的原
因还是有些群众对户籍的重要
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事实上，人户分离也给户
主自身带来了一些麻烦，一些
家庭困难的“空挂户”因此错过
了申请低保和廉租房的机会，
还有一些“空挂户”不能顺利获
得有关部门的帮扶和救济。根
据相关规定，现在许多证明文

件如参军、贷款、公证等，都需
要由当事人户籍所在地的居委
会或派出所出具，但原户口所
在 地 并 不 了 解 居 民 的 实 际 情
况，还要进行调查。如果一时调
查不清就无法出具证明，导致
区 域 资 源 配 置 合 理 性 出 现 偏
差，损害居民长远利益。人户分
离也对公安、社区、计生、民政
等部门的工作也会带来一定的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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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给孩子落好户口了”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王泽云 通
讯员 刘新忠) 2日，本报接到热线反
映，沾化县的李女士不到一岁的孩子户
口落不下。记者决定3日到沾化县各个
部门去帮助李女士办理各种手续，希望
能早点给孩子落下户口。3日下午3点
多，李女士终于给自己的孩子办理好了
户口。

据了解，2011年沾化县李女士和一
名外地男子结婚，李女士是初婚，该男
子是二婚，且该男子把他的户口落在了
他前妻家里，他前妻是滨州市人。2012

年李女士和丈夫便有了他们的孩子，但
是该男子和前妻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因
此李女士生下的这个孩子按照国家计
划生育政策属于“超生”，李女士按照规
定缴纳了罚款。

但是，让李女士更加头疼的是孩子
的户口迟迟落不下。原来，因为李女士
丈夫户口在其前妻家里，无法将孩子户
口落到丈夫那边。而李女士在1994年上
学时把户口迁入了沾化县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而现在该校已经更名为沾化县
职教中心，且已迁址。“一直在外地打
工，也没注意户口的事儿，谁想到结婚
生了孩子后这么麻烦。”李女士无奈地
说。记者通过李女士的户口本也看到她
的户口所在地确实在泊头职业中专，从
孩子出生后李女士一直在努力找寻自
己的户口，终于在4月2日通过政府部门
的帮助找到了。

给孩子落户口需要李女士户口所
在地的计生部门和她户口所在单位开
的两份证明。3日，李女士先是到沾化县
泊头镇计生部门开了相关证明后，又找
到她以前的学校开了单位的证明信，下
午3点多，李女士孩子的户口终于落下
了。

滨州市全面布控预防H7N9禽流感
暂时没有发现疫情，市卫生局指定市中心医院（结防院）为定点救治医院

本报4月7日讯 (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王丹 杨圣军)

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出现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后，引
起了市民的热议和关注。据了
解，滨州市虽然暂未发现疫情，
但是已经按照国家、省的有关要
求，全面做好了各项应对准备工
作，预防H7N9禽流感。

滨州市卫生局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落实防控工作责任

制，同时抽调了部分防控和医疗
专家、业务骨干组建了疫情防控
专家组和预备队。印发了《滨州
市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应急
处置预案<试行>》(滨卫应急发

【2013】6号)，对应急状态下的人
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做了
具体安排。全市各级疾控机构组
建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流调、
疫情控制队伍，准备了个人防
护、消杀药械、车辆、通讯工具等

物资，做好了随时应对突发疫情
的准备工作。各县区都做好了预
防性药物、检测试剂、疫点消毒
药械以及防护用品的储备，以便
发现疫情能够迅速有效应对。

市卫生局指定市中心医院
(结防院)为全市人禽流感定点救
治医院，市人民医院、滨医附院
为后备定点救治医院，市中心医
院结防院设立了“人感染H7N9
禽流感病例专用病房”。各县区

也同时指定了定点救治医院，成
立了医疗救治队伍。同时加强公
共卫生综合监测点管理，确保各
监测站点能够在第一时间、第一
地点发现疫情，并作出妥善处
置。同时，加强了与农牧、工商、
交通部门等部门的信息沟通，
市、县(区)两级卫生局和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全部落实了人禽流
感疫情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接
报疫情和回答群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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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禽流感影响，城区活禽交易量大幅下降

原来一天卖200多只鸡，现在卖100只就不错了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张凯)

近日，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叫
停活禽交易。记者在滨州城区发
现本地活禽交易正常，但交易量
下降幅度较大，其中鸡蛋、冷冻
鸡鸭等相关产品受其影响交易
量也在直线下降。

“没有接到不让买的通知。”
黄河四路秦皇河市场一活鸡买
卖摊点老板说，他的生意一直在
做，暂时没有接到相关部门停止
交易的通知。记者在该市场发
现，原先经营的几家活禽摊点依
旧在正常营业。

一摊主告诉记者，他们卖的
都是人工养殖鸡，这些鸡在养殖
时都已打过疫苗，“不会有禽流
感的，这个可以放心。”说起南方
的禽流感，摊主坦言自己生意也
受到影响，“价格下来了，原来肉
食鸡8 . 5元，现在8块，二笨鸡现
在10块，一斤降了1块多。”据了

解，活禽交易受影响的不仅是价
格，交易量也在直线下跌，该摊
主透露，原来一天能卖200多只
鸡，现在一天能卖出100只就不
错了。

“禽流感这么厉害，可不敢
买了，能不买就不买。”一买菜市
民说，他现在不会在市场上买鸡
鸭，即便买菜他也会绕着活禽摊
走，“虽然山东暂未发现，但还是
小心为好。”该市民表示，近半年
估计都不会买鸡鸭了。

采访中，记者统计发现超过
9成的被采访市民表示一段时间
内不会购买鸡鸭等禽类。一市民
建议，“现在不光要避开活禽，同
时还要加强身体锻炼，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感染。”以上类似市民
的看法对活禽交易造成了直接
影响。

与活禽交易一样，鸡蛋、冷
冻鸡鸭买卖也进入了“冬季”。

黄河一路六街市场。做为本地最
大的菜蔬肉食批发交易市场，原
先熙熙攘攘的活禽交易市场也
冷清了下来。一品牌冷冻鸡产品
商告诉记者，说不受影响都是假
的，“肯定是有影响，一些饭店都

不在做鸡鸭菜了。”一鸡蛋批发
商介绍，以往两天卖一车鸡蛋，
现在三天能卖一车，“影响最近
才开始，也就是三五天吧。”该批
发商说，现在只要涉及禽类的生
意都不好。

77日日，，滨滨州州市市场场上上活活鸡鸡、、鸽鸽子子在在销销售售，，但但销销量量大大幅幅下下降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凯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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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放飞

暂无禁令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张卫建

实习生 高敏） 近日，H7N9禽流感
疫情被持续关注，市民对观赏鸟类、
家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上海的活禽
市场暂时关闭，济南等城市的广场鸽
考虑封场，滨州广场鸽情况如何？家
禽、花鸟市场有无受到影响？记者进
行了采访。

7日上午，在城区文化广场 (原市
政广场 )，大量的广场鸽在自由飞翔、
觅食，但赏鸽的市民却没有几个。“今
天是节后第一天上班，来广场玩的市
民本来就少；还有就是现在让禽流感
闹的，一些原来看鸽子的暂时也不敢
来了。”一名广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

滨州市园林处风景园林科科长
顾振军介绍，他现在每天也都在关注
有关禽流感的新闻，“我听说有的地
方广场鸽准备封场了，滨州目前还没
有接到相关的通知。”

“文化广场的广场鸽从2010年开
始养，目前一共有400多只，深得市民
喜爱。平时我们很注重养鸽的安全卫
生，每年给鸽子消毒两次，三年来没
有发生过任何瘟疫。”顾振军告诉记
者。

据了解，目前滨州城区有广场鸽
的公园广场一共有两处，另一处在中
海公园内。“我们的情况和文化广场
差不多，目前还没有接到封场的相关
通知。”中海景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
彦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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