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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傅奕

本报讯“我之前还担心，要是有一

天死了，可能火葬场都不收我。”1月31

日上午，当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的

民警将户口簿和临时身份证交到何勇

（化名）手上时，这个30年的“人间囧户”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去年10月底，60岁的何勇拿着《上

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来到萧山区城厢

派出所，内心忐忑。不久前，他得知60

周岁前没把养老保险交上就享受不了养

老金了。何勇没交保险金，也没办法交

养老保险，因为他没有户口。

“这次办不了，户口大不了就不要

了。”深知仅靠这张证明无法落户的何

勇，抱着最后的希望，将证明交到了民警

徐慧文手中。这张证明单上写着：何勇

于1989年11月13日迁往萧山市城厢镇

某某小区。

原来，40多年前，何勇在萧山随家人

居住，有户口。1979年，20岁的何勇去

上海工作，将户口从萧山迁到上海。

1989年结束上海的工作后，他打算将户

口迁回萧山。可是，他在上海办理了户

口迁出手续以后，一直没去派出所办理

落户，只是将落户的重要材料户口迁移

证随身携带。

1997年，户口迁移证在火车上随着

背包被偷走。何勇也逐渐意识到事情的

严重性，多年来他几次前往派出所咨询

时都被告知：缺少户口迁移证不能办理

落户。

2000年左右，何勇专程前往上海处

理户口一事，但因时间过去太久，当时的

迁移证存根已经找不到。而何勇早已不

在上海生活，缺少回上海落户的条件。

最终，除了拿到一张上海市公安局的户

籍证明外，何勇在两地都没落上户。

户口问题严重影响了何勇的生活。

不能办银行卡，不能买火车票，不能住宾

馆，甚至因为不能领结婚证，一起生活多

年的伴侣离开了他。

徐慧文明白，迁移证丢失，按规定须

由落户地开具未落户证明，再交由原籍

地重新补办迁移证，最终才能在落户地

落户。说起来容易，可时间跨度那么久，

要核实的环节太多了。

经过两周的辛苦查找，徐慧文终于

找到了何勇把户口从萧山迁至上海的迁

出证明。随后她核查何勇三十年来的生

活轨迹和经历，确认他没有在其他地方

落户，给何勇出具了未落户证明。

萧山区分局十分重视何勇落户的

事，多次与上海公安联系，最终上海公安

根据何勇的特殊情况，开具了一张手写

的迁移证明。

类似何勇这样顺利解决户口问题

的，近年来在我省公安机关并不鲜见。

这几年，浙江省公安机关以解决不符合

计划生育政策、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未办理收养手续等八类无户口人员登记

户口问题为重点，持续发力，全面解决无

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目前，已办理

落户1.5万人（不包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

策的无户口人员），全省无户口人员登记

户口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得到全面消

除，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前置条件、惯性做

法得到有效清理。

为落实这项工作，我省各地民警深

入村居，排查摸底，逐人逐户建立工作档

案，分门别类解决问题。同时，建立省、

市、县三级会商制度，解决疑难案例。警

方还公布无户口人员排摸、办理情况，公

布咨询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据统

计，仅省公安厅就接受群众咨询投诉超

800人次，下发督办30起，派员赴现场核

查10起。

浙江检察机关
助力“无欠薪”行动

通讯员 史隽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终于可以安心回家过年

了！”1月31日，当来自安徽的外来务工人

员老钱拿到拖欠已久的工资时，喜极而

泣。2018年以来，浙江省检察院在部署

深化民生检察中，突出强调积极参与“无

欠薪”行动专项治理，加大对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犯罪打击力度，通过一批案件的办

理切实维护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拿到了血汗钱。

浙江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小企业数量

较多，在经济下行压力情况下容易发生老

板跑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针对

这种情况，我省多地检察机关专门成立

“无欠薪”行动专项小组，主动对接人社、

劳动保障等政府职能部门，以欠薪案件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为重点，形成

保护劳动者工作合力。2018年以来，全

省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

查逮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162件170

人，涉案金额达2936.6万余元，批准逮捕

94件98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295件341人，其中起诉190件213人。

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案，由于工人流动性大、维

权意识弱、工资结算周期较长等原因，往

往会存在部分涉案工人不能及时制作笔

录，或不能查清所有被欠薪工人的情况，

导致证据薄弱、事实不完整。为最大限度

为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我省检察机关积

极引导、督促公安机关尽力查找工人，充

实、完善书证、证言等印证性证据，查实全

部涉案金额，保证案件质量。同时，检察

院控告申诉部门也开辟外来务工人员来

访、申诉、维权绿色通道，引导依法理性维

权，并及时移交信访件。

象山某针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

某恶意拖欠98名工人劳动报酬共计81万

余元。象山县检察院受案后，简化制作审

查报告，压缩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仅

15个工作日即办结案件，及时维护了被

欠薪人员的合法权益，也安抚了被欠薪工

人的情绪。

据了解，在该类案件中，除部分犯罪

嫌疑人有主观恶意逃避支付义务外，也有

不少犯罪嫌疑人确实因存在客观困难，但

仍有继续履行义务的意愿。对此，检察机

关尽量促成当时人双方达成和解，督促犯

罪嫌疑人尽快履行支付义务，通过少捕慎

诉化解矛盾。

本报记者 潘旭萍 陈立波

本报讯 临近春节，市民们都忙着置

办年货，为避免商贩在斤两上做手脚，1

月31日上午，杭州市市场监管局会同上

城区市场监管局，在吴山花鸟城和高银

街一带，开展贵重药材、餐饮等领域为重

点的民生计量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检查

电子秤的准确性能是否合格、是否经过

强制检定等。

当天，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吴山

花鸟城三楼一家名为“金轩堂”的参茸

店，这家店主要做野山参批发零售。

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质检人

员吴佳先检查了一遍电子秤背后的合格

标志，“没有贴强制检定合格标志，说明

这秤上市前没经过检定，违法的。”随后，

吴佳拿出随身携带的检测仪器，将电子

秤归零，把四个总重量为10千克的砝码

放上去，此时电子秤显示为9.98千克。

“允许误差范围是正负0.01千克，这

台秤负偏差0.02千克。”一听吴佳说电子

秤超出了可误差范围，周老板有些急了，

忙说自己是新买的秤，没动过手脚。而

吴佳接下来的一番话，让众人有些哭笑

不得：“负偏差0.02千克的意思是，实际1

千克的产品，秤会显示为0.98千克。简

单来说，就是店家亏了。”

“还好还好，不是顾客亏就行，不然

我这么多年的信誉都没了。”周老板在花

鸟城做了5年生意，以为是新的秤就不会

缺斤少两。吴佳告诉周老板，这把秤要

等质监部门调试好后再用。

一般商家可以在电子秤上做手脚

吗？“不太可能，这个只有专业人员才能

做到。”吴佳说。随后的检查中，执法人

员发现，花鸟城内多数电子秤均未经

过强制检定。“我们真不知道买秤还要

送检，而且市场也没说过这规定。”得

到店家反馈后，执法人员立即对市场主

办方下达了责令整改要求，要求商家限

期内将市场内的秤统一送检。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了高银街上的

万承志堂中药局。检查显示，这里称药

材的天平检测良好，没有短斤缺两、弄虚

作假等问题。之后，万承志堂的工作人

员拿出厚厚一叠校准证。记者注意到，

校准证中除了天平，还有机械式温湿度

计、铜盘秤等仪器，有的一年一检，有的

半年一检。“这是合规的，不同计量器具

有不同检查周期，电子秤是一年一检。”

吴佳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直接用于贸易结

算的电子秤、天平等，用于安全防护、医

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工作计量器具

也必须强制检定，并接受周期检定。

据统计，杭州市目前在用的电子秤

约15000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

检查人员110人次，检查商场、超市、市

场近30家。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消

费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购物时注意

计量器具上是否有强制检定合格标

志，对发现有利用计量器具作弊行为

的，可以拨打12345电话向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

检查天平检查天平

秤的检验标志秤的检验标志

对天平秤对天平秤

进行计量检测进行计量检测

清廉文化迎新春

1月31日，安吉县昌硕街道天目社区的

剪纸爱好者在制作剪纸作品。当日，该社区举

办“清廉迎新春”剪纸文化活动，以制作清廉主

题的剪纸窗花作品为载体，在新春佳节到来之

际，倡导清廉迎新春。

近年来，安吉县大力开展清廉乡村建设，

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清廉元素，通过书画、

剪纸等艺术形式将清廉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中。 新华社 徐昱

“人间囧户”找回了丢失30年的“身份”

记者跟随市场监管检查杭州民生计量

不少商家的电子秤未经强制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