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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4月27日，本报五
版《路灯一闪一闪刺眼睛》报道了邵水两岸路灯闪烁、
不亮的问题，目前此事有了新进展。5月16日，市路灯
管理所就网友关心的邵水两岸景观灯不亮、宝庆西路
路灯只亮一侧等问题进行了集中回复。

市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称，邵水两岸的部分灯具遭
到人为破坏，导致光源、灯具损毁。目前，替换的灯具已
基本到位，施工单位将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修复。

对于宝庆西路改造后只有一侧安装路灯的问题，
该所解释称，宝庆西路改造后，取消了道路两旁的绿化
带，重新安装了灯具。由于道路其中一侧的上空有输
电线路，剩余空间不大，路灯安装位置不好确定，所以
暂时只安装了一侧路灯。

“我们将继续跟进相关工作进度，待架空电缆入地
改造后，将立即着手进行路灯安装方案的制定和报审，
加快落实。”该所工作人员称。

网友关注邵水两岸灯不亮、宝庆西路路灯只亮一侧

部门集中回复网友

本报讯 （记 者 罗 俊） 5月14日，邵阳县
黄塘乡网友邓先生在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
news.net）留言说，因为超生，他向当地计生办缴纳了1
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是迟迟没有拿到社会抚养征收
决定书和计划生育服务证。他对此表示不解。

邓先生称，他和广东籍的妻子都是农村户口，一直
在外打工，妻子的户口没有迁到邵阳县。2010年，他
和妻子生育了一个男孩。2013年11月，又生育了一个
女孩。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条例，邓先生属于违规生
育，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我和妻子都在外打工，钱交了之后，委托我父亲
去拿社会抚养征收决定书和计划生育服务证，但是不
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好。”邓先生着急地说。

邵阳县黄塘乡计生办王主任介绍，因为违规生育，
2015年8月，在外打工的邓先生委托村支部书记代缴
了1万元社会抚养费，乡计生办依规开具了1万元财政
收据。由于邓先生的妻子是广东人，计生办工作人员
要求他提供妻子的户籍证明，但他一直没有提供，导致
相关计生证明无法办理。

“只要邓先生提供其妻子的户籍证明资料，乡里与
广东计生部门取得联系核实情况后，计生办就会依法出
具社会抚养征收决定书和计划生育服务证。”王主任说。

缴纳了社会抚养费，却没有拿到社会抚养征收决定

书和计划生育服务证

邓先生为这事着急
原因：外省的妻子未提供户籍证明

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5月14日，邵阳县
网友“旧都”向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
民情直通车栏目反映称，塘渡口大桥至峡山老城区路
段，因为公路两旁增设了停车位，原本双向四车道变成
了两车道，遇到节假日就特别拥堵。

网友“旧都”称，该路段通过路面整改，变成了双向
四车道，平时交通拥堵现象有所减少。“可是近段时间，道
路两旁增设了停车位，双向四车道变成了两车道。加上
老城区只有东西向一条主干道贯穿县城，车流量大，遇
到节假日，交通便十分拥堵。”网友“旧都”建议，取消路旁
停车位，通过新建停车场来解决停车难问题，让路面交
通更畅通。

15日，邵阳县交警大队工作人员介绍，老城区路面
改造后，塘渡口大桥至峡山老城区路段增加了部分停
车位，县城乱停乱摆现象得到有效控制。“由于节假日
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交通依然会出现拥堵。为了
切实解决这个问题，交警大队已向县委、县政府申请建
立停车场。”

邵阳县网友提议：

新建停车场治理交通拥堵
邵阳县交警大队已提出相关申请

本报讯 （记 者 罗 俊） 5月13
日，武冈市网友谢先生向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反映：武冈市步
行街的消防通道被一些餐馆占用为厨房，
影响公共安全。

谢先生是步行街九栋住户，他家楼下的
店铺大多从事餐饮业。一些餐馆为了方便，
占道经营，把厨房建在了人行通道上。“餐馆
占用的地方，不仅是人行通道，还是消防通
道。万一这里出现火灾，消防车辆根本无法

进入，后果不堪设想。”谢先生担忧地说。
武冈市城管局回复称，获悉网友反映

的情况后，局里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工作人
员到现场进行勘查，并向武冈市委市政府
进行了专题汇报。武冈市人民政府会议研
究决定，以城管局为牵头单位，联合住建
局、市场监督局、消防大队、迎春亭街道办
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成立专门工作机构
处理步行街消防通道被占问题。

该局组织执法人员对步行街九栋占用

消防通道经营的各家餐馆，下发了限期整
改通知书，责令各餐馆拆除违法建筑，保证
消防通道畅通。执法人员还对堆放在消防
通道的杂物进行了清理。

“对未能自行拆除的违法建筑，我局牵头
组织整治队伍进行强制拆除。经过公安、交
警、城管、住建、环卫、消防、迎春亭街道办事处
联合行动，强制拆除了长期占用步行街九栋消
防通道的违法建筑100余平方米，恢复了消防
通道的畅通。”武冈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称。

消防通道岂能占用？
武冈拆除占用消防通道的100余平方米违法建筑

本 报 讯 （记 者 罗 俊 通 讯 员 黄
波） 5月10日上午10时，市城管局副局长苏纲率市
城管局督查科、大祥区城管人员巡查经过红旗路时，
发现一年轻男子晕倒在路边，及时给予帮助，解了男
子的燃眉之急。

该男子是外地人，途经邵阳时钱已经用完，两天没
有吃饭，过度饥饿而晕倒。城管人员发现该男子时，他
脸色憔悴，嘴唇发白，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市城管局
督查科刘大兴见状立即上前扶起该男子，了解情况。

大祥区城管局有关人员到附近蛋糕店买来蛋糕和
矿泉水，一旁的大妈也递上了苹果和包子。城管人员
还一起为男子凑了500多元路费，解了燃眉之急的男
子满是感激地连声道谢。

市区红旗路一年轻男子晕倒路边，

城管工作人员发现后施以援手

爱心，值得点赞

本报讯 （记 者 罗 俊 通讯
员 欧阳亚宁） 5月15日，网友蒋同学向
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咨
询说，他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想回邵
东自主创业，不知道县里有哪些优惠政策？

蒋同学是邵东县两市镇人，毕业后想
回邵东县城施展才华，实现创业梦想。“现
在家乡发展得很好，政府各项优惠政策也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投资，前景一片光
明。”蒋同学说。

邵东县人社局回复称，大学生是宝贵
的人才资源，也是重要的创业主体。近年
来，邵东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省市相关文
件精神，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最大限度地
引导大学生走自主创业之路。县里专门出
台了《邵东县创业贷款贴息管理办法》，加
大对高校毕业生创业人员的资助力度。在
邵东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自主创业的
高校毕业生，自筹资金不足的，可申请最高
为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县就业培训中心对高校毕业生开展
SYB培训，确保每个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
参加一次以上创业培训。高校毕业生参加
创业培训的，按规定给予创业培训补贴。
此外，我县正在积极创建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届时将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
业培训、创业孵化、小额贷款、开业指导、跟
踪辅导等一系列创业服务。”邵东县人社局
工作人员称。

邵东县县城蒋同学咨询：

大学生自主创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本 报 讯 （记 者 罗
俊） 5月12日，网友宁女士在邵
阳 新 闻 在 线（www.shaoyang-
news.net）留言说，邵东县城荷花
路路窄车多，很多行人过路不遵
守交通规则，不走斑马线、随意横
穿，给安全留下隐患。她建议，有
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引导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宁女士介绍，荷花路周边商
铺众多，工业品市场也坐落在
此。“有些行人为图方便不走斑马
线、随意横穿马路，不仅影响车辆
通行，还给自己的安全带来隐患，
真让人担忧。”宁女士说。

邵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回复
称，为加强驾驶员和行人交通安
全教育，大队一直通过各种形式

在开展工作：安排民警在执勤时，
向广大驾驶员、行人发放交通安
全宣传资料，教育他们严格遵守
交通法规，时刻注意交通安全；通
过出动宣传车、张贴宣传标语、悬
挂宣传横幅等形式开展宣传；深
入学校组织学生上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课。

“增强市民交通安全意识是
一个持续、重复的工作，需要很长
的过程，我们一直在努力做这个
工作。相比以前，目前市民交通
安全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对于交
通法规也越来越自觉地去遵守。
针对少部分不遵守的市民，我们
将加强宣传教育，有效地去引导
他们养成良好交通习惯。”该大队
工作人员称。

行人横穿马路让人担忧
邵东宁女士建议进一步加强教育引导

本 报 讯 （ 记 者
张 洋 通讯员 欧阳亚
宁） 5月10日，隆回县网友
龚 先 生 向 邵 阳 新 闻 在 线
（www.shaoyangnews.net）民
情直通车栏目咨询：农村没有
宅基地，怎样才能申请建房？

龚先生是隆回县羊古坳
镇高石桥村人，一直在外地
工作。“我在外地租房生活了
多年，现在想回老家建房。
原有的宅基地，其他兄弟已
经建了房。所以现在没有宅
基地，无法建房。我想用自
家农田建房，但对政策不了
解，所以建房的事只能拖
着。”龚先生说。

15日，该镇国土所工作

人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
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
地，农村村民建住宅，要符合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还需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
和村内空闲地建房。此外，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
再次申请宅基地，不予批准。

羊古坳镇政府办工作人
员介绍，农村建房需要符合一
户一宅的建房条件，建房选址
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如果要占用农用地，需要有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主要
流程是先向组、村提出书面
申请，再按程序报县人民政
府审批。

隆回县网友咨询：

没有宅基地如何申请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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