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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打工 自家土地分给村民了？
村委会：系当事人不回家主动办理所致

蜜热线投诉
2382258

“在达城西客站附近有辆僵尸车满身灰尘、
破烂不堪，影响环境卫生不说，还老这么占着一
个停车位，太不合适了。”昨日，家住达川区南城
的热心市民钦先生向本报民生热线2382258来
电反映。他希望职能部门尽快拖走该走腾出车
位。

（本报记者 罗丁山）

蜜热线反映
2382258
“我们在外打工

10多年，可老家的田
土却被同组其他村
民分了。通过相关
部门协调，又分我家
3个人的田土，但始
终在处理方案里没
有‘落地’。作为一
个农民却没有一分
田土该如何生存？”
昨日，大竹县双溪乡
村民罗兴雨来到本
报民生热线办公室，
向记者反映了此事。

外出打工 组长让其退田土
据今年55岁的罗兴雨介绍，1994年年初她与大

竹县双溪乡普照村10组村民汪元超结婚，当年9月
其儿子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其家共有5个人田
土（包括公婆两人）共计6亩多。从1996年开始，她
和丈夫到浙江打工，其家田土全部交给本组村民王
方明、田安云两家代种，由自己家承担相关税费。

2004年其老人婆生病去世，她回家办完丧事
后，时任组长卿宇宽找到她，称她家常年在外打工，
就把她本人和丈夫以及儿子的田土退了，当时由于
自己还年轻考虑都没考虑，就按照组长要求书写了
一份退3人田土的申请。
回家务农 田土却被“瓜分”了

罗兴雨说，2012年回到家乡后，才发现她家田
土全部被本组其他村民分了。当时她就慌神了，随
后向村委会和当地政府反映，回复让她等等。

一晃几年过去了，罗兴雨到大竹县信访办反映
了情况，该办高度重视，于2016年7月作出了处理意
见：一是将已故老人公一人田土划给她家；二是待本
村五保户田安利夫妻过世后，其两人的田土划给她
家。但如今五保户田安利夫妻也去世了，她家到现在
仍然没有分到一分田土，不知是怎么回事。

村委会：
系当事人长期在外打工
不主动回家办交接所致

当事人罗兴雨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昨日下
午，大竹县双溪乡普照村村支书张寿云接受记者采
访时解释称，其本人曾向组上写了一个自动放弃田
土的申请。他们本着作为农民却没有一分田土的实
际情况，又结合上级部门协调处理意见，同意归她家
3人田土。但按照该组村规民约规定，要享受3人田
土，就必须向组上缴纳3人的公路集资款。

又由于当时村上这两位五保老人没有去世，只
能把其轮子排起，没有交接。待这两位五保老人去
世后，其家一直在外打工，既不主动与组长联系，
又不回来完善公路集资款，此事就一直拖而未决。
在今年土地确权时，其仍然没有在家，没有申报就
无法确权。最后，张书记表示，当事人罗兴雨回家
办理归田土事宜，必须要通过该组召开全组村民大
会商议决定。 （本报记者 罗丁山）

12月8日，达州晚报刊登了《一年不到五车
悬在梯坎上，建设大厦旁的巷道怎么了？》特别调
查。刚过十天，又有读者向本报打来电话，说又
有一辆小轿车“栽”到梯坎中间。“幸好没伤到
人。”笔者悬着的心方才落地，因为梯坎下就是每
天人山人海的滨河游园。

翻阅达州晚报，本报今年9月23日和12月4
日，先后报道了轿车在该处“跳崖”，有人形象地
将其比喻为“网红梯坎”。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
尽管天天“网来网去”，但都“视而不见”，没人
“愿扫门前雪”。为了引起“高度重视”，本报特派
出记者实地调查，并在晚报和晚报微信“线上线
下”提醒呼吁，但相关部门仍是“耐心十足”，稳得
起。

一年不到，6车悬在梯坎上，或许是开车人犯
傻犯糊涂，但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轿车频频“迷
路”“跳崖”，足以说明该地有需要改进、完善的地

方。“两个巷口隔得太近，导航有时根本分不清。
警示牌经常被人踢烂，起不到警示作用，在巷道
口设立几个隔离桩，就能标本兼治。”附近市民及
一些老司机“把脉”较准，“处方”也接地气。

安全重于泰山，相关部门几乎逢会必讲安
全，时时要求防“患”未然。然而，就在主城区，就
在人口密集的滨河游园旁，轿车“跳崖”这个“明
患”却被忽视了近一年。

每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相关部门都会高度
重视、深刻剖析、汲取血的教训。病根不根治，事
故早晚会发生。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事
后补救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预防。
为此，笔者大呼疾呼相关部门基层社区时时绷紧
安全这根“弦”，从“明患”抓起，从整改“网红梯
坎”这类“小事”抓起。

“明患”不堵，何谈查隐患？
□张 文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