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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罗 俊） 5月18日，网
友刘先生向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
net）爆料，城步城北学校田径场旁边一座民房
墙体出现裂缝，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他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及时处理，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刘先生介绍，新建的城北学校是县重点工
程，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将在今年秋季开始招
生。“田径场旁边的民房是个安全隐患，不仅墙
体开裂，连外墙的瓷片也开始脱落。我每天都
要去那里跑步，时刻担心它会掉下来。这个事
情不处理好，等学校正式开学了，会影响到学

生的安全。”刘先生担心地说道。
据了解，该房屋于2005年修建，房屋主体

建筑物为五层。房屋在建设前，没有取得任何
国土、规划手续，属于违规建筑。2016年，房主
又私自在旁边配建一栋四层高的建筑物，期间
城步规划建设局对其下发了停止建设通知书，
并做了调查询问笔录。房主称，该配建的建筑
物于今年4月17日晚发出异响，配建的房屋与
原房屋出现裂缝。

经城步规划建设局质监站、安监站及房管局
工作人员现场勘验，配建房屋出现裂缝，有侧移

现象，配建房屋与原房屋主体由下向上出现逐增
裂缝，裂缝约5厘米，房管局鉴定为D级危房。

城步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介绍，该危房紧
邻城北学校田径场，现在虽然尚未开学，但时
有人员出入运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我们已经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在房屋
周边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隔断护栏。
县安监局组织规划建设局、房产局、儒林镇等
相关部门召开会议，作出了拆除该房屋的决
定。目前，县安监局正在制定拆除方案。”该工
作人员称。

城步网友刘先生反映：

校园旁的民房有倒塌的危险
经鉴定为D级危房，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拆除方案

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5月16
日，邵阳县网友“蘑菇”向邵阳新闻在线网
（www.shaoyangnews.net）民情直通车栏目
反映，邵阳县塘渡口镇有些街道两旁的绿
化树被人为砍掉，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
对这些绿化树的保护。

网友“蘑菇”介绍，塘渡口镇道路改造
后，街道两旁种上了桂花树，成为一道风景
线。“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有些路段的桂花
树被人故意损坏，还有些被砍断了。”网友

“蘑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宣传和处
罚力度，维护好县城的生态环境。

5月22日，邵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工作人员介绍，获悉网友反映的情况后，
该局执法人员对改造后的邵新街和河西街
行道树木进行了一次清查。在清查过程
中，发现一棵行道树木被损坏。“对此，我们
已经进行立案，目前正在调查取证阶段。
下一步将会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加强对这
些绿化设施、城市树木的保护。”该局工作
人员称，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及《湖南省实
施<城市绿化条例> 办法》规定，对损坏
城市绿化设施、擅自砍伐或者修剪城市树
木的个人或单位，会对其进行5000元以下
罚款处罚。

树木被损坏 网友很痛心
邵阳县城管局已立案调查

本报讯（记 者 罗 俊） 5 月 20
日，网友赵先生在邵阳新闻在线（www.
shaoyangnews.net）留言说，邵东县灵官殿
镇的洒水车未按时作业。

赵先生称，近年来镇里经济发展得很
好，各方面设施也日趋完善，大家有目共
睹。为了让街道更清洁，镇里配备了洒水
车，但是它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洒水
车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晚上7点作业，有
时要拖到晚上12点，而且也没看到它天天
工作。”赵先生说。

邵东县灵官殿镇城建办工作人员介
绍，由于镇政府财力有限，洒水车没有配备
专职司机，现司机为机关干部兼任。白天
上班时间，司机要做本职工作，只有晚上才
有时间开洒水车。此外，白天上班时间街
上行人、摊贩、门店众多，洒水车工作时可
能会引发矛盾也是原因之一。

“除下雨天和司机有其他工作要忙之
外，镇上洒水车基本都是一到两天洒水一
次。有时司机工作忙，他只能忙完了再去
洒水作业，所以会造成到了晚上12点才去
洒水。我们将督促司机做好工作，希望网
友能够理解支持。”该工作人员说。

邵东灵官殿网友赵先生有意见：

洒水车未按时作业

本报讯（记 者 张 洋）“现在还
可以办理独生子女证吗？”5月18日，新邵
县网友“火之吻”向邵阳新闻在线（www.
shaoyangnews.net）民情直通车栏目咨询
说。

网友“火之吻”是新邵县酿溪镇人，住
在酿溪社区。“我家唯一的小孩在2012 年
出生，当时没有及时办理独生子女证，现在
还能补办吗？”网友“火之吻”咨询。

5月22日，新邵县卫计局工作人员介
绍，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湖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规定，从
2016 年 3 月 30 日开始，不再发放《独生子
女证》或者《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因此现
在不能补办独生子女证。但符合当时法规
政策规定的领证条件，申领了《独生子女
证》或者《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人员，且
未再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可以凭证继续
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及相关待遇。

新邵县卫计局回复网友咨询：

现已不能补办独生子女证

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5 月 22
日，绥宁县的唐先生向邵阳新闻在线（www.
shaoyangnews.net）民情直通车栏目咨询，他错
过了 2017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时间，可不
可以进行补缴。

唐先生老家在绥宁县红岩镇，现居住在
长沙。由于今年春节没有回家，也没有收到
相关消息，因此错过了医保缴费时间。唐先
生今年清明节回到老家红岩镇，想去补缴医
保，但因为是节假日，没有找到相关工作人
员。近段时间，唐先生突发疾病住院，因此他

想询问能否补缴医保。
22日，红岩镇政府办工作人员介绍，根据

市政办发〔2016〕29 号《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
费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城乡居民参保实
行按年缴费制度，每年的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下一年度的参保缴费期。为平稳过渡，
2017 年度参保缴费期安排为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参保人员按规定缴
纳个人保费，除新生儿、当年新迁入人员等
特殊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中途参保。所有参

保人员不得中途退保。
“红岩镇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时间到

2017年2月底截止，镇农合办在3月底已经截
止缴费入库。”红岩镇政府办工作人员解释称，
由于唐先生常年在外务工，且今年春节期间没
有回家，原来留下的手机号码也已经更换，村
干部在通知村民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时，没
有联系到唐先本人。“清明节假日已经过了缴
费截止日期，且唐先生不符合新迁入的情况，
经过镇农合办向上级主管部门咨询，这种情况
不能补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部门回复唐先生有关医保补缴的问题：

错过了就不能补缴

本报讯 （记 者 张 洋 通
讯员 宛玉花 伍宴锋） “很快，我
们村家家户户都能用上干净的自来
水。”5月17日，新宁县一渡水镇杨立
村村民范先生说。经过新宁县扶贫联
点单位、一渡水镇政府、镇派出所多次
出面协商调解，该村蔡家岭组村民和
自来水公司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自
来水管道工程得以动工修建。该村
15个村民小组有望在今年10月份之
前，全部用上自来水。

杨立村有15个村民小组，2000余
户村民，村民小组之间比较分散。按
照村民的说法：“从村头到村尾要走
10 多里路”。面积广，要连通各个村
组之间的自来水管道不易。2009年，
蔡家岭组因管道施工问题与自来水公

司产生分歧，不同意自来水公司进行
管道施工。

为解决这一问题，让村民早日喝
上放心水，该镇党委书记王海林四次
调解，多次走入村民家进行沟通。5
月16日，杨立村扶贫联点单位的驻村
干部联合镇政府工作人员又到现场和
村民们进行沟通，最终蔡家岭组村民
同意进行施工。5月17日，自来水公
司和蔡家岭组村民达成协议，施工队
顺利埋下自来水管道。自来水管道成
功安装将惠及四房头组、地木组等附
近10个村民小组。

“我们的目标是在 10 月份前，杨
立村通水入户率达到100%，让人人都
用上干净的自来水。”一渡水镇党委书
记王海林说。

矛盾得以解决 管理顺利施工
新宁一渡水镇杨立村将实现自来水100%通水入户

本报讯（记 者 罗 俊） 5月20日，绥宁县网友
邓女士在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留言说，
她和丈夫都是苗族人，因为一时疏忽，在给孩子上户口时民
族成份变成了汉族。她想知道这个是否可以更改。

“我和丈夫都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只有儿子的户口簿
上写着汉族。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一直想帮他改回来，但是
因为工作忙，所以就耽搁了。”邓女士称。

绥宁县民族宗教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称，
民族成份的更改有年龄限制，而且仅限于父母、子女之间的
传承。根据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公民民族成份
登记管理办法》，公民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者母
亲的民族成份确认、登记。

“公民民族成份经确认登记后，一般不得变更。未满十
八周岁的公民，有3种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变更其民族成
份一次：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民族成份与直接抚养的
一方不同的；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民族成份与继父
（母）的民族成份不同的；其民族成份与养父（母）的民族成
份不同的。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在其年满十八周岁之日
起的两年内，可以依据其父或者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
一次。”该工作人员称。

部门回复网友邓女士疑问：

更改民族成份有条件限制

本报讯（记 者 罗 俊） 5月19日，城步网友陈女
士向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咨询，她长期
与丈夫分居，独自在县城租房生活，家里经济很困难，老家
的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她想知道这样的情况能否申请危房
改造。

陈女士介绍，她今年 55 岁，是城步蒋坊乡杉坊村人。
1987年，她不幸患上乳腺癌，后入院治疗。为筹钱治病，她
只好向亲朋好友求援，因此欠下债务。出院后，又与丈夫长
期分居。

由于夫妻二人很少来往，感情逐渐淡化。陈女士只能
独自抚养儿女，租住在县城一间狭窄的民房里，靠在农贸市
场帮人宰杀鸡鸭谋生。

“这么多年来儿女全靠我一个人来养活。儿子现在已
经成年，因为没有固定住所，所以还没有结婚。我老家有栋
破房子，年久失修无法住人。不知道我能否申请危房改
造？”陈女士说。

城步蒋坊乡政府办工作人员表示，经过调查，网友陈女
士家里共有四口人。1988年，因家庭矛盾与丈夫分居，带
着儿女在县城租房生活，长年不在杉坊村生产生活。她与
丈夫已分居近30年，未解除婚姻关系。

“2015年，陈女士丈夫申请了农村危房改造，被纳入重
点对象，解决了危改资金21000元。根据国家危房改造政
策规定，危改对象是以户为单位。陈女士现在尚未分户，所
以不能重复享受危房改造政策。”该工作人员称。

城步网友陈女士咨询：

“我能否申请危房改造？”

端午假期将至，准备赴日旅游的朋友可要注意了！
由于正规导游数量不足，一群“黑导游”活跃在黄金旅游线路上，

游客稍不留神就可能“挨宰”。
随着近年来日元贬值，赴日旅游逐渐成为国人出境游的主要选

择之一。
但是，在赴日中国游客猛增的背景下，日本的中文导游数量却远

远未能跟上。日本首都圈以外的地区，通过资格认证的中文导游仍
然稀缺。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