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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曾凡庚

“谢谢，谢谢。”7月26日
傍晚，虽然患有重度精神疾
病，但正在隆回县魏源医院
住院治疗的芳芳（化名），还
是懂得不断向前来给她办理
二代身份证的公安民警、辅
警含笑致谢。

魏源医院是隆回县的一
家特殊医院，长期流动居住
1000 多名病人，有高龄老
人、五保老人，有重度残疾
人、流浪病人，也有精神病患
者。这些病人中，绝大多数
享受国家医疗保障待遇。但
由于他们自理能力较差，遗
失身份证的情况时有发生。

“病人报销医疗费用都
是有时间限制的，而身份证
是报账必备的依据之一。由
于一些特殊病人突然找不到

身份证，会影响报账甚至彻
底耽误某次报账。”隆回县医
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7 月中旬，魏源医
院在清理病人资料时，发现
近百人没有身份证。隆回县
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
队闻讯，立即组织精干力量，
于7月21日进驻魏源医院开
展“坐班式”办证，对于行动
不便人员，则逐病室登门办
证。

截至 7 月 27 日上午，该
大队已为魏源医院需要办证
的病友办理好身份证，实现
了病友身份证全覆盖。

“在给魏源医院病友办
证的过程中，我们还充分用
足国家政策，尽力给这些特
殊病人减免办证费用，减轻
特殊群体经济负担。”该大队
办证人员贺宇介绍。

办证窗口“搬”进特殊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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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我们走进武冈市城乡，看到一
条条通往田间地头的水渠、一座座蓄满清水
的水库与整治一新的堤防、河道、新加固除险
的水库大坝，处处能感受到该市水利事业带
来的巨大变化。回眸“十三五”，该市水利事
业亮点纷呈，水利投资高位增长，民生水利工
程润泽城乡，城乡供水一体化全省推广，病险
水库整治后旧貌换新颜，一幅幅“水美湘村”
的锦绣画卷扑面而来。

“我们世代住在山上，过去吃水用水
全靠天，天旱时村子里的人要走两公里
远的山路挑水喝。如今自来水通到了家
门口，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该市湾
头桥镇铜湾村村民张治辉感慨。近年
来，该市通过实施人畜饮水、饮水解困和
安全饮水行业扶贫工程以及城乡供水一
体化全覆盖，让汨汨清泉流入千家万户，
城乡80余万人口供水保障得到了巩固提
升。在农村，水利部门着力打造“水美湘
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在城镇，实施水资源双向管控，科学
发展节水型企业，以用水方式转变推进
产业升级，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人水和
谐的美丽家园。

该市整合供水资源，筑巢引凤，推
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通过社会资本，整
合涉农资金和专项债券等渠道筹资12

亿元，建成日产水万吨以上工程 4 处，
千吨万人工程 24 处，大小人饮工程
1215 处，实现日产水量 16 万吨。为打
通城乡供水“最后一公里”，今年又实施
了 11 处管网延伸工程，解决农村供水

“毛细血管不全”问题，强化城乡供水管
理，擦亮了人安饮水“武冈模式”名片，
从而实现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价、
同服务”。

为补齐水利建设短板，该市在加快
发展民生水利建设的同时，全力实施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县
（武冈市）小流域治理项目。已完成威溪
水库、东风水库等12座中小型水库除险
加固和黄茅、德江等4处小流域治理工
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余平方公里，
为全市80余万人口的“大水缸”安全运
行加上了“安全锁”。2022年，全市17处

小型水库已完成除险加固设计、财评并
进入招标。该市立足开拓创新、建管并
重，以推行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为行
业提质推手，采取政府购买方式由第三
方专业服务队伍负责水利设施维护和水
域保质、库区巡查，新建防汛沙地59处，
新（改）建管理用房28处。该市始终坚
持生命至上，筑牢防洪安全屏障，全面推
进城市防洪保护圈建设，现已建成七里
桥、双圳口、水乐、石羊等5个保护圈，新
建防洪堤11.3公里。

展望“十四五”，武冈市水利局将持
续推进“清廉水利、民生水利、生态水利、
可持续利用水利”建设，着力打造人水和
谐、宜居宜游的优美水生态环境，以实际
行动谱写新时代治水兴水新篇章。

立足发展 民生水利惠民生

改革创新全面推进河长制机制，武冈市水
利局紧跟上级要求，对标对表，高效推进，一系
列改革举措落地生根，一项项专项治水行动迅
速展开。江河湖库健康有了守护责任人，以河
长制促进“河长治”，扎实做好水资源保护、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如今，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绚丽图景正变为现实。

近年来，该市治水由“被动”向“主动”转
变，着力抓好河湖管护“两长两员”“双河长”
等四个全覆盖，将河长制列入绩效考核、人居
环境治理、农业农村工作重点内容。筹资2000
余万元，开展威溪水库等14处水源地保护整
治行动40余起；140余条河道水资源保护清单
由责任河长审核认领；推出市团领导办点示
范河湖“四个一”工作机制；治水由“单点”向

“多点”布局，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
到位不松手。近年来，该市清除河道岸线四乱
102处，拆除涉河涉湖违建3200余平方米，清
理“僵尸船”59艘，河湖管理28项重点工作全
面加强，河长制考核量化指标高质量推进；织
密织牢防洪安全网、饮水保障网、用水安全
网、河库生态网、智慧水利网、移民保障网，打
造“一库一景点、一厂一坐标”，实现人水和
谐，宜居宜游的“水美湘村”美好愿景。

长效护水 河长制促“河长治”
除险加固整修一新的除险加固整修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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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意指婚姻当事人
双方为了共同或各自的目的，约
定暂时离婚，待既定目的达到后
再复婚。

现实生活中，常有夫妻双方为
了取得购房资格、规避夫妻债务或
者追求其他利益等，采取通谋离婚
的形式来达到目的。然而很多情
况下，夫妻双方的通谋离婚，很可
能演变为因一方拒绝复婚而导致
最终彻底分手。

案情回顾

王某与林某于 1985 年登记结
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现均已成
年。王某、林某于 2016 年签署“说
明”，内容如下：王某、林某去办理
离婚手续是为了方便某小区201号
房屋的出售，二人名下的其他财产
不做分割，是共同财产。次日，双
方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某小
区 201 号房屋为王某、林某共同财
产；新购某小区 506 号房屋也为王
某、林某共同所有。签订该“协议
书”当日，双方登记离婚。

离婚后，男方王某不再同意复
婚。多次协商未果后，王某提起离

婚后财产纠纷之诉。
根据王某、林某在民政局协议

离婚时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
约定：位于某小区 201 号房屋归女
方林某所有，归男方王某所有的共
同财产为“无”；债权债务为“无”。

法院判决

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双方在民
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
已经解除。但就共同财产而言，在
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的当日，又签订

“协议书”明确约定某小区房屋和
新购房屋均是二人共同财产。且
在离婚前一日，二人曾签订“说
明”，解释双方办理离婚手续是为
了方便出售某小区 201 号房屋，二
人名下的其他财产不作分割。

结合某小区 201 号房屋出售、
新房购买时间，可以认定二人离
婚的真实意图系为了获得离婚带
来的经济利益，规避国家的管控
政策。

故法院最终认定，某小区 201
号房屋是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
同财产，以该房屋售房款购得的新
房以及盈余房款，均属双方共同财
产，应予分割，具体分割比例结合
双方在婚姻期间的贡献及过错程

度等因素，酌予确定。

法官说法

本案中，林某饮下了一杯“假
离婚”的苦酒：仅仅因为追逐些许
经济利益，不仅被原配“忽悠”，导
致家庭彻底破裂，还在财产分割上
丧失了更大的经济利益。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
零八十条新增加了关于解除婚姻
关系生效时间的规定：“完成离婚
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
效，即解除婚姻关系。”该条款明确
了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同等效
力，意即一旦离婚登记完成，婚姻
关系即宣告解除。该规定符合离
婚行为的特殊性。

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只要当
事人在离婚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自愿签订了离婚协议，并办
理了离婚登记手续，无论其真实目
的为何，都具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法
律效力，当事人不享有请求撤销的
权利。

“离婚有风险，假离要当心。”

“假离婚”，可能是人生一杯苦酒

以案说法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