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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罗 俊） 3月
27 日，邵阳新闻在线民情爆料热线
（5322629）接到市民张女士来电：她从人
行道横穿马路时被一辆小车撞伤，司机
不但不配合她的治疗，还避而不见。躺
在病床上的张女士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
磨，还要为医药费犯愁。

张女士称，3 月 17 日晚 20 时，她坐
公交车到站下车后，正要横穿马路，突然
一辆小车从公交车后面驶过，撞上了张
女士和另外一个路人，导致二人受伤。

“当时车子速度太快，我和另外一个人根
本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撞上了。”张女士回
忆说。

交警到现场处理，认定小车司机负
全部责任，对肇事车辆进行了扣押。当

事人也在责任认定书上签了字，还叫来
了保险公司处理。

“本以为交警划分了责任，保险公司
进行了勘验，我们安心把伤养好，这件事
就这么解决了。没想到小车司机却找不
到人了。”张女士被送到医院治疗后，小
车司机以没钱为由拒绝垫付医药费。

“我现在已经花了 2 万块钱的医药
费，小车司机一直不现身，打电话也不
接，我们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要我们
先垫付，然后再去报销。我们到底该怎
么办？”张女士说。

双清区交警大队负责此案的唐姓交
警表示，此案正在积极处理当中，交警部
门只能依照程序督促处理，否则需要通
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撞人后，拒绝垫付医药费的司机连电话也不接，

这让被撞的张女士犯了愁

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2月23日，本
报五版报道了新邵县酿溪镇银三角路口区域设置
右转红灯导致通行不便。目前此事有了新进展，
新邵县交警部门已组织技术人员对银三角路口的
现行通行方案进行了调研和优化调整。

3月27日，新邵县交警部门介绍，为了规范城
区交通秩序，缓解新阳路、银三角、资江一桥的交
通拥堵，交警部门提出了八条优化方案：禁止车辆
从资江一桥左转驶入湾田大道方向，从资江一桥
驶往湾田大道和金三角方向的车辆直行往人民医
院方向行驶，或右转下桥往临江路行驶。

禁止车辆从沙湾直行驶入湾田大道方向，从

沙湾驶往湾田大道和金三角方向的车辆右转往人
民医院方向行驶，或在星期六宾馆前左转往临江
路行驶。

禁止车辆从湾田大道直行驶入沙湾方向，从
金三角驶往沙湾方向的车辆直行往人民医院方向
行驶，或经大同路右转往临江路行驶。

禁止车辆从临江路左转经建材城匝道驶入
银三角，从临江路驶往银三角和资江一桥的车辆
经大同路或星期六宾馆前行驶。

禁止建材城二楼的车辆左转驶入银三角，从建
材城二楼驶出的车辆右转驶往新阳路；从资江一桥
方向返回建材城二楼的车辆可右转驶入，从酿溪大

道方向返回建材城二楼的车辆可左转驶入，从沙湾
方向返回建材城二楼的车辆可左转驶入。

禁止中、大型货车通过新邵资江一桥（全天
24小时）。

禁止中、大型货车、农用车驶入城区路段：大
新街、新涟街、临江路、湾田大道、新阳路金三角至
老汽车站路段，以上路段7：00—20：00禁止中、大
型货车、农用车通行。

粟山市场出入的车辆一律靠右行驶。
交警部门提醒，市民可通过电话（0739-

3663202）或通过新邵交警公众微信号向交警大
队提出意见和建议，方案确定后将正式实施。

《右转红灯等候让通行不便》后续

交通优化方案正在征求意见

本报讯 （记 者 罗
俊） 3月25日，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接 到
邵阳县网友张先生反映：作为
低保户的他，可以申请各类困
难补助。但每到申请的时候
他就犯愁，因为申请一次补助
就要提供一次低保证明，需要
耗费很多精力。

张先生称，他两年前申请
低保，为了打证明，从村里跑
到乡里、县里，花费不少时间
精力。现在要申请其他的困
难补助也需要走这个流程。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这些低

保户发一个低保证？在电脑
里把我们的资料备案，需要核
实身份的时候，我们拿低保证
给工作人员，他去网上对照一
下，就很容易弄清楚了啊。”张
先生说。

邵阳县民政局救灾办莫
主任解释说，低保实行动态管
理，一般不发低保证。个别低
保户的子女到外地读书，想享
受有关政策优惠，才需要办理
低保证。“一般情况，需要办理
低保证的，只要电脑系统里有
名单，我们就可以给他办理。”
莫主任称。

每到申请困难补助时，都要去乡里、县里办理低保

证明，期盼简化流程的张先生建议：

发个低保证 解决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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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2 日，邵阳新闻在线（www.sha-
oyangnews.net）接到隆回县网友邹先
生求助。邹先生在娄底双峰一家煤
矿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把户口从隆回
迁到了双峰，现在他想把户口迁回隆
回老家，不知道该怎么去办理。

邹先生原籍在隆回县高坪镇毛
坪村十一组。1987 年，他到双峰县
一家煤矿工作时，将户口迁到了工作
所在地，成了城镇户口。

“工作这么多年，单位也没有给
我解决住房问题。前年煤矿倒闭，给
我办理了低保。我现在还是单身，没
有经济来源，只能回老家生活。”邹先

生说。
邹先生在老家有一栋土砖房，还

是上世纪父辈建好的。因为年久失
修，房子已经破旧不堪。“现在我在老
家种了一些田，有时候出去打点零
工，日子虽然苦点，但是还过得去。
只是我的户籍是个问题，我想把它转
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办。”邹先生说。

隆回县公安局负责户籍管理的
工作人员表示，邹先生要把户籍转回
来需向公安机关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书面申请报告，需村民小组三分之二
户或 70%以上村民签名同意；村小
组、村委会同意接收证明以及户口
簿、身份证。

下岗后回村生活的邹先生咨询：

怎样把户口转回农村？

本报讯 （记 者 罗 俊） 3月27
日，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
接到网友“泡泡”反映：洞口县水东镇文田完
小营养餐补贴只有一盒牛奶，离国家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4元的补助标准有差距。

网友“泡泡”表示，洞口县水东镇文田完
小是一所农村义务制学校，每天学校都会给
孩子们发放一盒牛奶，但是这盒牛奶不值4
元钱。

“国家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实施了
营养改善计划补贴，但是这个钱并没有全部
用在孩子们身上，从他们每天喝的这盒牛奶
就可以看出来。”网友“泡泡”称。

洞口县水东镇中心学校对此回复称，水
东文田完小作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试点校之一，自2012年4月起开始实
施学生营养餐。当时的标准为每生每天国
家补助3元，采用的供餐模式为“牛奶+鸡蛋
（或饼干、面包、水果等）”。从2013年10月
起，根据县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全县学生营
养餐供餐模式为“牛奶+中餐”。即每生每天
1盒价值2元的学生奶，剩余的1元作为学生
伙食费加入中餐。

该校一位负责人表示，从2014年起，国
家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提高至每生
每天4元，于是每天2元作为学生中餐伙食
费，一直延续至今。

“网友所反映的文田完小学生中餐伙食
标准为5.5元，而本期学校只收了自愿在校就
餐学生每生每天3.5元的中餐费。也就是说，
国家发放的4元营养餐补助除发了1盒学生
奶外，另外的2元已加入到学生中餐里。”该负
责人称。

学校营养餐补贴只有一盒牛奶？
部门回复：营养餐采用“牛奶+

中餐”供餐模式足额补贴到位

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3月23
日，城步饶先生通过邵阳新闻在线（www.
shaoyangnews.net）民情直通车栏目咨询：城
步南湖公园场馆会不会对外出租？

饶先生称，南湖公园去年完成主体工程
建设后，成为一个休闲好去处，来游玩的人越
来越多。“不知道南湖公园维护管理和卫生清
洁归哪个部门负责？旅游配套设施及周边场
馆、建筑会不会对外出租，让市民做些生意？”
饶先生说，自己想在里面租个场馆做生意，提
高自身收入的同时也能方便游客。

3月24日，城步规划建设局答复称，目前
南湖公园的管理单位为城步园林绿化站。

“公园主要目的是为居民休闲、锻炼、养
生、娱乐提供服务，所以公园内是不可以随意
做小生意的。目前园内设施还没有移交给绿
化站，建设承包方还有一年养护期，加之绿化
站接手公园管理，经验还不足，所以公园内的
场地、建筑物在近期内不会对外出租。等以
后条件成熟，是否对外出租，还需要报上级部
门审批决定。”该局工作人员介绍。

城步网友咨询：

南湖公园场馆会否出租？

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日前，新
邵县曾先生致电邵阳新闻在线民情热线
（5322629）咨询：家庭经济困难，可否申请危
房改造。

曾先生是迎光乡大坻村2组村民，父母
均已过世，目前他跟71岁的奶奶生活在一
起。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房子已年久失修。

“不知道这种情况县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帮扶
政策？听说别的地方有帮忙建贫困房的个
例，不知道我家能达到这个标准么？”曾先生
咨询。

24日，迎光乡政府办回复，接到网友反
映的情况后，乡政府工作人员到曾先生家实
地了解了情况。曾先生家现有一座土砖混
合的木结构房子，生活也比较困难。“在今年
新增的摸底调查中，乡政府将曾先生家列入
了危房改造名单，具体改造事宜还需征求曾
先生意见。”迎光乡政府办工作人员介绍。

新邵曾先生咨询：

我可否申请危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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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受伤的腿缠上了纱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