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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信义

“来，坐好，笑一下……”近日，温州瓯海一名智力残疾的女子，在
瓯海郭溪派出所民警的耐心指导下，在身份证照片上留下了灿烂的
笑容。

女子叫阿伍（化名），50多岁，在这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真名
实姓，她也没有身份证明，一直住在瓯海的郭溪敬老院。为了帮她解
决落户难题，民警奔波了4年，终于为她送上了户口簿。

事情还要从2013年1月说起。一天，郭溪敬老院一位老人需办
理身份证，因老人腿脚不便，社区民警叶建丰便带着户籍民警柳瑞丹
一起到敬老院上门办证。手续办好后，民警和老人们聊起了天，这时
敬老院院长说起的一件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院长说，院里有位妇
女叫阿伍，智力残疾，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被任桥村民送来的，当时
身上就一本残疾证，已经黑户了十几年。随后，院长还带着民警找到
阿伍，当民警和她说话时，阿伍只会“嗯”几声。院长说，阿伍的身体
状况日益变差，急需医保和社保，但因为没有户口，这些年都没能办
下来。

民警把这事记在了心上，并开始了长达4年的奔波。阿伍唯一
能用于证明身份的就是两本证，一本是1998年签发的残疾证，一本
是2010年签发的救助证。可民警了解后得知，这两本证上的姓名和
出生日期均没有原始依据，无法办理落户。民警又赶去任桥村走访，

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熟悉阿伍情况的任世定老人。
老人说，阿伍的丈夫是他的邻居，任桥村村民，名叫陈阿巧，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在外流浪多年的陈阿巧回到任桥住了下来，当时还带
了一个痴呆女子回来，说是他老婆，但他没和任何人说起这个女子的
有关情况，村民们只知道她叫阿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陈阿巧去世
后，阿伍的来历便无人知晓了。

民警又回到所里查看辖区户籍历史档案，可陈阿巧流浪回来后，
并没有为自己和阿伍申报户口。此后，民警继续调查走访，还将阿伍
的照片和寻亲启事发到了网上，可一直没有任何音讯。

时间渐渐流逝，但民警叶建丰和柳瑞丹一直将阿伍落户的事挂
在心上。2016年8月，省公安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实施意见的出台，让叶建丰和柳瑞丹觉得，阿伍的事有眉目了。他们
赶紧整理这些年有关阿伍情况的调查，随后赶到相关部门咨询解决
她落户问题所需的材料和要走的程序。

得知阿伍属于智力残疾，可以作为情况特殊的无户口人员落户，
民警辗转敬老院、街道、民政等多个地方，开展大量的走访调查，备好
了阿伍落户所需的材料，这份近20页的材料里，详细记录了阿伍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生活轨迹，以及她的智力残疾等情况。“民警
经常来敬老院了解情况，还给阿伍送来了生活用品和黄手环。”院长
说，因为来的次数多了，现在阿伍一见到叶建丰就会笑。

最终，阿伍落户到了郭溪社区集体户，她也收到了属于自己的户
口簿。

通讯员 徐步文

本报讯 读书思廉、文化倡廉、家庭助廉。近年来，东阳市公安局
南马派出所针对本地实际，推陈出新，持续用廉政文化润警心、明警
志，进一步筑牢队伍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南马是东阳的工业重镇，辖区内的花园村是全国十大名村。近
年来，辖区红木家具产业异军突起，经济较快发展，治安状况也更加
复杂。借助上级公安机关部署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层级
管理”东风，南马派出所全面落实“四层三级”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营造了处处见廉政、人人讲廉政、时时思廉政的氛围。

南马派出所在办公楼一楼专门建起了廉政文化长廊，并开辟两
个房间作为荣誉室和润警苑，配备相关书籍，现在这些地方都成了民
警们闲时最爱去逛的地方。“在这里，可以一边了解廉政知识，一边和
同事聊天谈感受，寓教于乐很不错。”正在浏览文化长廊的民警王凯

这样说。一旁的民警也纷纷说到，大伙闲时都喜欢到荣誉室和润警
苑阅读、交流。

东阳是木雕、竹编之乡，拥有多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南马派
出所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所领导带领民警参观大师木雕工场，亲身感
受“工匠”精神，帮助民警培养敬业态度。他们还集体参观了东阳中
国木雕博物馆中的家训馆，在317块刻有家规、家训铭辞的雕板间，
体会延续百年的家训中蕴含的智慧、传达的廉孝。

抓廉政文化建设，当然少不了家属这群编外监督员。为此，南马
派出所专门建了个民警家属群，所领导经常在群里发帖，请家属们争
当廉警嫂、贤警嫂。碰上民警需要加班，所领导也及时在群里向家属
们报告，请他们体谅，感谢他们支持。

“文化是公安之根，廉政是民警之命。我们既要让民警吃得香，也
要保证民警的精神食粮品质。”该所所长陈强说，廉政文化建设是功在
单位、利在个人，通过一系列廉政建设举措，让民警们将规矩化成习惯，
踏实做事、忠实为警，为保障一方平安、服务当地发展尽心尽力。

强制腾房促执行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蒋晨夷

本报讯 腾房难被称为法院执行工作中的
难上难。不过，湖州吴兴法院的铁腕强制腾房
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答案。3月14日，吴兴
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该院2016年累计执行腾退房屋398套，打
出了“铁腕腾房”的声威。

腾房是法院处置财产过程中非常复杂的
一个环节。吴兴法院与区委政法委、公安、乡
镇街道等多个部门联动协作，合力推进强制腾
房工作。同时，该院对强制腾房工作进行规
范，制定了操作流程，对强制腾房的前期准备、
实施流程、后期安置等工作均进行统一规范，
例如要求在强制腾房前必须进行现场勘查、制
作行动预案、报告相关部门，实施腾房时必须
拉起警戒线、全程摄像、制作扣押清单等。由
此，一批重点难点腾房案件得到高效解决。

2016年，吴兴法院新收执行案件5072件，
结案 4807 件，同比分别增长 26%和 30%，执行
到位金额11.7亿元，同比上升58%。

府院协调化难题

通讯员 纪承伟

本报讯 近日，乐清法院借助破产审判府
院协调机制，成功化解了一起破产清算案中
的难题。

乐清法院在办理某对外贸易公司破产清
算案时，需要对该破产企业的一处国有仓储
用地进行拍卖。因原审批档案不齐全等原
因，买受人竞拍得到该地块后无法办理产权
过户手续。乐清法院借助破产审判府院协调
机制，与市住建局、国土资源局等单位协调沟
通，最后乐清市政府确定了该破产企业土地
过户手续的办理方案、土地收益金的计算标
准等，使过户问题得到解决，破产审理工作得
以顺利进行。

为妥善处置“僵尸企业”，乐清法院和当
地政府建立了破产审判府院协调机制，通过
该机制统筹企业清算、破产等工作，保障处置
工作有序开展。

美丽公园说法治

通讯员 黄丽娅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七五”法治宣
传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法治实践
相结合，乐清市新建了一个法治文化公园。

公园位于清江镇中心位置，利用木雕、
LED室外显示屏、展板、宣传栏（牌）、标语牌
等形式，图文并茂地讲述古今中外的法律典
故、法治名人、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等内容，将
法律元素、地方特色、新农村风貌三者融为一
体，增强了法治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影响力，
让群众在休闲中接受别开生面的法治教育。

干部论坛促学习

通讯员 叶菊琪

本报讯 日前，国网浙江长兴县供电公司
举办中层干部论坛，10位中层干部分别对“论
班组建设”“创新与突破”等10个课题进行交
流探讨。

此次论坛紧扣专业领域中的热点、重点问
题，通过谈业务、讲体会，与会人员一起交流业
务知识、分享管理感悟。论坛还设置了领导点
评和现场无记名评价环节，并将点评结果纳入
中层干部年度能力提升考核。该活动为中层
干部提供了一个主动分享、认真聆听的学习平
台，有利他们拓宽思路、创新方法。

通讯员 林铭炜

近日，仙居县人
民法院在步路乡七里
村，冒雨开展巡回法
庭活动，审理了一起
八旬老人状告五子女
的赡养纠纷案件，吸
引许多村民观看，起
到了“审理一案，教育
一片”的作用。

读书思廉 文化倡廉 家庭助廉
东阳南马派出所用廉政文化润警心明警志

疑难黑户遇上“较真”民警
奔波四载终于解决了落户难题

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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