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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给娃领到户口了，这下就放心
了。”近日，宣汉县关工委和县公安局户政
大队负责人把陈于碧和陈碧欢两姊妹的
户口本送到其母亲于泽菊手中，这位朴实
的农村妇女激动地说。

原来，由于陈于碧两姊妹出生时没有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一直没有进行户口登
记，而其父亲陈定明于 2015 年因病去
世。在宣汉县关工委的多方协调下，于泽
菊和两个孩子做了亲子鉴定，两个孩子才
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

和陈于碧两姊妹一样，全县共有 89
名无户口青少年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
了。去年以来，宣汉县关工委把开展帮
助无户口青少年落实户籍的行动作为全
县各级关工委组织履行“扶弱助困”职责

和助力脱贫攻坚的又一具体行动，千方
百计为无户口青少年办成一件好事实
事。

去年初，县关工委在调研中发现，由
于原因复杂，全县仍有极少数青少年未落
实户口。这事关他们现在读书，将来升
学、参工、参军甚至外务工的切身利益。
年初的全县关工委工作会，对全县“无户
口青少年”的调查摸底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经过各乡镇关工委和各学校认真开
展调查摸底，到去年 4 月底，掌握到全县
尚有89名无户口青少年。

“落实户口”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
高，而各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成因非常复
杂，涉及多个部门，需要提供佐证资料多，
更需要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
鉴定证明，这些无形中增加了落户难度。
据宣汉县关工委副主任、秘书长李朝政介
绍，从去年5月份开始至12月中旬，县关
工委积极协调当事人、乡镇、学校、村委

会，通过入户走访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完善相关证明材料，多次咨询县公安局及
户政大队了解相关政策和程序，协调县公
安局简化落户程序，协调县卫生健康局及
妇幼保健院，针对特殊困难家庭减少甚至
减免采集血样和鉴定费用，切实为无户口
青少年落户提供了便利。

家住塔河镇号楼村的雷晶茹也是宣
汉县关工委帮助解决的无户口青少年之
一。其母亲雷丽与重庆开县三汇口镇当
时在宣汉南坝做生意的李远兵结婚，
2008 年生育了雷晶茹，寄养在孩子外公
外婆家，没有上户口。后其母亲随丈夫
迁至开县三汇口镇，2011 年生下妹妹李
好，其户口落于开县三汇口镇。2012年，
妹妹和父亲因自驾车祸不幸身亡，但妹
妹的户口没有注销。雷晶茹入学读书因
没上户口，便借用其妹妹的名字和户口
上学。

据李朝政介绍，在无户口摸底调查

中，南坝镇关工委发现了这一问题。为
了还原雷晶茹户口真相，县关工委动员其
母亲雷丽做亲子鉴定，再多方协调所在的
南坝镇、新桥社区、南坝派出所、县公安局
户政大队，查明了雷晶茹借用其已故妹妹
李好名字、户口冒名入学的事实。之后完
善证明材料，多方联系协调重庆市开县三
汇口镇公安派出所注销已故李好的户口，
然后在宣汉县南坝镇为雷晶茹落实了正式
户口。

日前，新的户口簿已经出来了。得知
这个消息时，雷丽很感动，“没想到他们真
的帮忙将孩子的户口办下来。”雷丽说，户
口簿对她们来说，十分珍贵。

这样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县关工
委经过多方协调，在公安局、卫生健康局
的密切配合下，通过入户走访、落实DNA
比对、采集血样等方式获取佐证材料后，
已由公安部门依照规定为89名无户口青
少年落实户口登记。

89名“黑户”少年终于有了“身份”
——宣汉县关工委帮助无户口青少年落实户籍纪事

□龚建华

亲友犯事被抓，家属心急如焚，有的
人寄希望于“托关系”把人给“捞出来”。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法被一些别有用心
之人利用。在达川区，就有一对演技“精
湛”的夫妇，谎称有关系能“捞人”,以此骗
财。

蒋某夫妻一直租住黄某的房子。某
次，到了交租日期，蒋某夫妇却一拖再拖，
房东黄某只好上门催收。交谈中，房主黄
某偶然谈到自己急于收租，是为了托人帮
年纪不小却还无所事事的儿子谋得一份
好工作。听到此，蒋某心生一计，想到可
以假装帮忙为黄某儿子找工作骗财。

蒋某向一旁的妻子递去目光，说道，

“老婆，我记得你有个舅老表在公安局当
领导，他们不是正在招协警？”收到丈夫的
提示，蒋某妻子连连称是，两人你一言我
一语，搭台唱戏，满怀信心向黄某表示，

“能人”老表有能力把黄某儿子招进公安
局工作。

黄某对蒋某的提议很心动，激动地询
问事情好不好操作。蒋某两手一比划，向
黄某暗示只要有钱就能解决。黄某满心
欢喜地答应，双方约定，以蒋某夫妻所欠
房租作为此次帮忙的报酬。

一段时间后，黄某约蒋某夫妻见面。
蒋某率先打开话题，称黄某这么个大老
板，儿子当协警太丢人，再花点钱操作一
下，可以当正式警察。没想到，黄某一脸
愁容地表示，儿子已经因吸毒被抓，工作
可以不要，要紧的是，赶快帮忙把儿子“捞
出来”。

蒋某一听，再次吹嘘起老表的神通广

大，称只要 3000 元活动经费就可以摆
平。黄某立即向对方打了钱。

交了钱儿子却迟迟没被放出，心急如
焚的黄某再次找到蒋某询问情况。蒋某
称，自己找老表办事时老表刚好被调走，
但也能在“新官”处找到门道，仍需要继续

“打点”，于是，黄某再次向对方支付2000
元现金。

让黄某没想到的是，这次交钱后，蒋
某的电话再也打不通，微信也被拉黑，意
识到自己被骗的黄某这才报警求助。

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该案被移送至
达川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我们认为，
被告人蒋某、邓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
币 6000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
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
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依法提起诉
讼。最终，被告人蒋某、邓某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检察机关提醒，在法制社会，公检法
都有严格的办案程序和法律规定，但凡有
人谎称出钱，就能从监狱、看守所放人都
是骗人钱财。市民应当对此提高警惕，不
要抱有侥幸心理，遇到此类情况，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以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即
将来临之际，为充分体现对革
命烈士子女的深切关爱，大竹
县委党史研究室5名党员干部
近日组成慰问小组，带着县委
的浓浓真情，对全县在民主革
命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子女
进行了走访慰问，给他们送去
了“新春红包”。

此次共慰问革命烈士子
女42名，他们分布在杨通、高
明等 12 个乡镇街道，年龄最
大的烈士后代已年过八旬，

最小的也年满 70 岁。慰问小
组每到一地，都详细了解他
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年货
准备情况，并向他们致以美
好的新春祝福。此次慰问共
计发放慰问金 2.1 万元，慰问
小组成员在与革命烈士子女
亲切交谈中，也充分感受到
了革命先辈们为了新中国的
诞生抛洒热血、舍身为国的高
尚情怀，在思想上受到一次洗
礼。

（特约记者 王晓林）

本报讯 近日，达州市信
访局、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达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和大竹县总工会联合前
往大竹县文星镇大安村，开展
困难群众走访和迎春送温暖
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了慰问
物资和新春祝福。

慰问活动中，各单位帮扶
责任人与帮扶户亲切交流，鼓

励他们在新的一年里树立信
心，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保持
乐观心态，战胜困难，努力劳
动，不断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巩
固脱贫成效，实现全面小康。

此次送温暖活动，共慰问
了大安村 335 户群众，大竹县
总工会捐赠了 100 余套棉被
和枕头，物资折价2万余元。

（张红霞 覃鹏举）

谎称“有关系”骗人钱财 “捞人”不成反被判刑
□杨肖飞/讲述 陈军 本报

记者 戴静文/整理

四单位春节前联合送温暖

大竹：革命烈士子女领“新春红包”

近日，通川区东城凤凰社区、市农科院、市
中心医院、通川区统计局组织110余名志愿者，
深入凤凰社区山前路、通川北路等6处区域，开
展“白色垃圾”专项清理志愿服务活动。志愿
者用实际行动，换来了节前干净整洁的卫生。

（朱信任 摄）

“四城同创”手牵手

（紧接第一版）坚定不移让产业扛大旗、挑
大梁，推动“产城人”协同发展。

行走在 2000 多平方公里的宕渠大
地，从位于渠县最南边的拱市乡到李馥
镇，从渠南镇到位于全县最北边的安北
乡，不是漫山遍野的花椒树，便是广袤无
垠的柠檬园。

20多年从事农业产业发展的渠县农
业局产业股负责人王卫兵说，渠县素有

“中国黄花之乡”的美誉，为加快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渠县在做优传统产业的基础上，
坚持把农业园区建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

“牛鼻子”，累计建成规模以上农业园区22
个，引进中顺洁柔、广东温氏、华西希望等

“500强”企业进园区，带动全县建成黄花、
花椒、柑橘、柠檬等“5+N”特色农业产业基
地100万亩、现代畜牧养殖小区590个。

现代农业品牌效应的不断放大，如同
“洼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回乡投资创业
者。渠南镇村民雷镇返乡发展起万亩柠
檬产业；主动放弃城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罗丹，回家创业发展火龙果 1500 亩；留
学归来的廖梓婷在千米高山创业，打造
出万亩有机茶园……像这些优秀的返乡创
业代表，为渠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注入
了新鲜血液，成为了村组组织的重要后备
力量，形成了渠县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渠县文崇镇台山村返乡创业村民王
龙剑，被村民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后，一心
扑在工作上。为摘掉村支部“软弱涣散”
牌子，他全心全意引领村民发展产业和脱
贫致富，自掏腰包 30 万元聘人代管自己
的企业，同时为全村30人提供了年薪约5
万的工作岗位……目前，该村已全面脱
贫，经过整顿转化，台山村也实现晋位升
级。

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治“软弱涣
散”工作中，渠县着力把返乡创业农民工培
养成致富带头人，将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
员，将党员致富带头人培养成村干部，并强
力推进村书记、主任“一肩挑”工作。目前，
该县实现村党组织书记、主任“一肩挑”的

村已有103个。
事实上，渠县农业产业的集约化、规

模化也加快了工业经济的发展步伐。该
县经信局科技股负责人李云回忆，渠县工
业以前是酒业、煤炭、水泥等传统行业“唱
主角”。经过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渠县精
心培育智能制造、机械电子、服装服饰、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等8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带动形成千亿级产业增量，现已初步形
成省级经开区、竹浆纸产业园、电力产业
园、建材产业园“一区三园”，入驻企业67
家，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0亿元。其中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值达 70 亿元，先后
创建四川名牌12个，推出“汉杯、华橙、渠
州”三瓶酒，“黄花、渠江青花椒”两朵花，
一盒“秀岭春天”茶，一瓶“三汇特醋”，一
桶“渠香园”菜籽油，一包“益生元”盐。

依托人口大县这一优势，渠县投资26
亿元的西部国际服饰产业城，已入驻品牌
服饰企业 21 家，同时发展“乡村车间”31
个，成为承接服饰产业转移、川东最大的

服装服饰产业高地，三年内将实现产值
100亿元。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2018年的
一次赴闽服饰专题招商活动，渠县成功引
进投资 48 亿元，由香港龙晖和广州卡猎
欧等 13 家服装服饰企业组成的服饰集
群，将以设计、加工、展销全产业链入驻。

从劳务输出大县到新兴产业集聚地，
从一个不足9平方公里的小城，到“30 万
人口、32平方公里”的川渝最美生态滨江
文 化 名 城 ，渠 县 实 现 了 华 丽“ 嬗 变 ”。
2009 年地区生产总值 100 亿元，2019 年
突破 300 亿元大关，基本实现“5 年 100
亿”的突破性增长，3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县”称号，3 度荣膺“中国西部百强
县”，连续3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脱贫
攻坚“先进县”，先后承办国省市现场会26
次，得到中央领导和省市主要领导肯定性
批示 30 余次，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连
续 3 年稳居全市第一，成为宜居宜业的

“一生之城”。 □楚勇 特约记者 杨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