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三个月来的奔波值了。”看

着开心得像个孩子的邝老伯，南海

公安分局官窑派出所户籍民警刘

淑玲心想。

52年前，邝老伯将户口从南

海迁移至珠海后一直没有回迁。

在过了数十年没有户口的闲散日

子后，邝老伯也不时遇到一些问

题。特别是去年，无儿无女又身患

疾病的他想申请办理相关民政救

助，却因没有户口无法办理。

为了帮邝老伯找回被“遗忘”

了数十年的身份，三个月里，刘淑

玲不停奔走，在珠海警方等多方

协助下，终于帮助邝老伯恢复了

户口。

5月17日，邝老伯从刘淑玲

手中接过崭新的户口簿和临时身

份证，紧紧地攥在手里，连声说：

“谢谢！谢谢！”

被“遗忘”数十年的身份
75岁的邝老伯原籍为官窑汀

圃邝村，因父母早逝，年幼的他是

由兄弟姐妹拉扯大的。1969年，

23岁的邝老伯作为知青，来到珠

海斗门某农场支援建设，同时将户

口迁移到了工作的农场。

上世纪70年代末，邝老伯提

前返回佛山。因父母及兄弟姐妹

均离世，邝老伯在邝村也没有房

屋，他便辗转南海、禅城两地打零

工，再没有回过官窑。

转眼又过了将近10年，当年

与邝老伯一起到农场支援的知青

陆续回乡，他们的户口也都迁回了

原籍。“唯独邝老伯的户口一直留

在那，没有回迁。”刘淑玲介绍。

当今社会，户口簿和身份证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邝老伯也摸

索出自己的活法，没觉得有何不

妥。“老人天性乐观，都是随遇而

安。”刘淑玲询问得知，这些年来，

邝老伯主要从事装修工作，可以住

在工地。后来，他又结识了一些朋

友，和朋友一起租房住。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邝老

伯才意识到，自己“遗失”的身份

有多重要：“我想要办理老人乘车

优惠卡，才想起自己没有户口，办

不了。”

2020年，在侄子的陪同下，

邝老伯到原来工作的农场申请恢

复户口以便办理老年证，方便生

活，但却被告知查不到资料，无法

为其办理恢复户口手续。而后，这

事又不了了之。

后来，邝老伯因为中风无人

照顾，被送到了佛山救助管理站。

今年1月末，待老伯病情稳定后，

佛山救助管理站根据老伯提供的

信息，将其送回了官窑汀圃邝村。

但是，因为邝老伯是无户口

人员，汀圃社区居民委员会无法

为其申请办理相关民政救助。“你

好，请问你们能帮一位孤寡老人

解决他的户口问题吗？”今年春节

前夕，刘淑玲接到了汀圃社区居

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潘先生打来的

求助电话。

克服跨区域协调的难题
自此，刘淑玲踏上了帮助邝

老伯寻找“遗失”身份的路。

为了尽快帮邝老伯解决户口

问题，刘淑玲多次前往汀圃社区居

民委员会及邝村走访，向社区里老

一辈的工作人员以及村里的老人

们了解情况。同时，她还到狮山镇

下属企业联合总公司（东片区）了

解知青回迁情况，通过多方联系，

向当年与老伯同一批支援农场的

知青核实信息。

“经过多方走访、收集信息，

我确定邝老伯的户口还在当年支

援的农场，他不是‘黑户’。”刘淑

玲介绍。

但真正的“难关”还在后面，因

为，要为邝老伯恢复户口，必须克

服跨区域协调的难题。“我们也曾

向珠海方面了解过，他们表示没有

找到邝老伯的相关身份信息。”

3月中旬，所有资料已准备就

绪，刘淑玲计划跑一趟珠海，帮助

邝老伯恢复户口。谁知计划赶不

上变化，刘淑玲因为工作的原因无

法抽身前行，她便致电并发信函至

珠海市红旗派出所及其所属珠海

市金湾区户政部门反映情况，请求

其为老人恢复户口。

“对方收到相关资料后，也要

实地走访核实，确认信息。”刘淑玲

表示。一个多月后，珠海方面成功

从海量资料中找到了邝老伯的户

口迁移证。

经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互

通信息，5月12日，刘淑玲得到明

确回复：可带邝老伯到珠海市金湾

区办理相关恢复户口手续。

5月17日，在刘淑玲、潘先生

等人的陪同下，梳洗干净、穿戴一

新的邝老伯来到金湾区市民服务

中心户政窗口，办理好相关手续。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

助。”邝老伯用颤颤巍巍的手接过

户口簿和临时身份证后，郑重地向

刘淑玲等人道谢。

“老伯对珠海还是比较有感

情的。”刘淑玲说，在回到珠海后，

邝老伯边走边向她介绍沿途建

筑。他还告诉刘淑玲，自己在佛

山已经没有家人，更愿意留在珠

海生活。

为了让邝老伯“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刘淑玲又帮忙联系到老

伯户口所在地的驻村警官及广安

社区居委会相关民政干部，让他们

安顿好、照顾好老伯。看着邝老伯

满脸笑容地乘车离去，刘淑玲心中

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通讯员张玲

被“遗忘”数十年的身份找到了！
历时三月、跨越两地，南海户籍民警帮七旬老伯恢复户口，找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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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

通讯员/何兆全）5月26日，珠江

时报记者从南海区民政局获悉，

该局第四党支部近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关爱残疾人”主

题党日活动，发动党员为丹灶康

园中心在岗的智障、精神学员送

温暖，让爱暖人心。

当日，南海区民政局第四党

支部全体党员与丹灶镇康园中心

19名学员一起进行有针对性的

就业意向评估调查，并联合有资

质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学员开

展职业康复训练，组织学员进行

技能比赛，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

和信心，为他们的就业创造条

件。同时，向学员派发了慰问品，

向7名学员核准发放了6万元个

人社保补贴资金，向丹灶镇康园

中心核准发放10万元岗位补贴

资金，让他们感受社会的关爱和

温暖。

“此次活动，不仅给予了这一

特殊群体情感上的温暖，更给予了

他们精神上的鼓励，相信通过全社

会共同努力，他们的生活会更美

好。”南海区民政局党员纷纷说道。

一直以来，南海区民政局第

四党支部在残疾人服务工作中

紧紧围绕“自强脱贫，助残共享”

工作理念，为残疾人办实事、解

难事，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

水平，不断完善残疾人服务体系

和保障体系。

为更好推进各镇街辅助性就

业工作开展，促进智障精神残疾

人就业，南海区依托各镇街康园

中心，建立了10家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机构，安置智障、精神残疾人

350人，区残疾人劳动服务中心

已按政策落实今年的扶持配套资

金，其中向各康园中心核准发放

岗位补贴130万元，向残疾人核

准发放社保补贴170万元，促进

智力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及重

度肢体残疾人实现就业。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阳摄影

报道）学党史，守初心，从党的奋

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根据

丹灶镇人大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有关部署精神，5月25日下午，西

联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特色创建

活动，与社区驻点直联团队共同

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座谈会，并调

研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及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会上，丹灶镇西联人大代表

联络站站长徐灶荣依据《中国共

产党简史》，与大家共同学习了

有关章节，结合有关历史事件，

从学习、重温党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艰辛与辉煌

历程等方面给与会者讲解，进一

步增强大家对党史的理解认识，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徐灶荣表示，人大代表肩负

听民声、聚民意、解民困的职责

使命，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

的智慧和力量，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切实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

为民办实事的强大动力，做到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积

极履职尽责，彰显新时代代表风

采。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让我们深刻认

识到这一百年的不易。”“前路漫

漫，惟有奋斗，作为人大代表需

要增强履职本领，更好地助力解

民忧、化民困。”……学习后，代

表们感触颇多，纷纷表示将把学

习党史与自身的职责联系起来，

把学习党史获得的思想成果转

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不负

民之所托。

乡村振兴事关广大群众福

祉，事关社区发展质量。当日，

在南海区妇联主席张敏、丹灶镇

副镇长冼增强的带领下，丹灶镇

西联人大代表联络站与社区驻

点直联团队走访调研了西联村

史馆、徐柳仙艺术馆、西李公园

等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情况。

西联社区拥有近600年历

史，小提琴制作大师徐弗和粤曲

名伶徐柳仙均是西联人，村史馆

和徐柳仙艺术馆等文体设施的

建设，让西联社区群众记得住乡

愁，促进文化传承。

据悉，丹灶镇人大已对各联

络站今年的特色创建活动作出部

署，要求将有关民生实事监督、代

表议案建议督办、实现群众微心

愿活动等纳入创建活动内容，其

中微心愿活动是镇人大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中“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的具体举措，进一步体现

人大代表担当为民风采。

珠江时报讯（佛山日报记者/

郑奕纯 张琴）昨日，佛山传媒集

团策划研发的融合创新产品《穿

越百年看佛山》，一经上线即在广

大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在

点赞之余纷纷表示，佛山传媒集

团创新学习形式，让党史学习教

育活起来潮起来热起来。

《穿越百年看佛山》是一款集

“红色地标”“RPG游戏”“重温入

党誓词”多项内容的融创产品。

昨日上午上线的《穿越百年看佛

山》1.0版本“红人馆”，参与人数

直线攀升，截至5月26日17时

30分，共吸引47913人参与。

“我是第5429名，一起来闯

关学党史，拿大奖咯。”昨日，市

档案中心工作人员刘佳在朋友

圈发布了参加《穿越百年看佛

山》后生成的海报。刘佳说，《穿

越百年看佛山》1.0版本“红人

馆”通过开设五区红色地标地

图，手绘铁军公园、罗登贤事迹

展览馆、邓培故居等佛山红色地

标，以“文图+视频”的方式对红

色地标进行详细介绍，让广大市

民零距离学习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唤起了大家学习党史的热

情。

95后青年李炀看到在朋友

圈刷屏的《穿越百年看佛山》，忍

不住体验了几次。尽管不是佛山

人，但李炀对佛山红色故事非常

感兴趣。“这个玩法够新颖、不枯

燥，让我在游戏中对佛山红色地

标和党史故事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她说，比起传统的党史知识

竞赛答题模式，这种党史学习方

式更对年轻人的胃口。

在朋友的力荐之下，网友胡

旺一边闯关一边学党史。他说，

这款融创产品让自己认识很多佛

山红色地标，他计划利用周末时

间按图索骥，一个一个到实地打

卡，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回顾党的

峥嵘历程、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弘

扬党的优良传统。“今后将加强对

党史的学习，立足本职工作，提升

自我修养。”

西海烈士陵园馆长梁卓华

利用午休时间，在线打卡了《穿

越百年看佛山》1.0版本“红人

馆”后，立马转发分享给亲朋好

友。“年轻人可以在游戏中学到

党史知识，感悟百年奋斗历程，

汲取智慧、力量。这种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形式新颖、内容鲜

活，让党史学习教育触手可及、

感化于心。”在梁卓华看来，佛

山传媒集团《穿越百年看佛山》

融创产品创新学习形式，让更多

人深入了解党的光辉历史，形成

价值认同，真正让党史学习教育

活起来潮起来热起来。

珠江时报讯（记者/原诗杰通

讯员/李敏怡）我为群众办实事，调

和纠纷解难题。5月26日，南海

区司法局开展人民调解开放日活

动，邀请南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多个职能部门代表、村（社区）

代表、媒体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

通过实地参观走访等方式，近距

离了解南海区人民调解工作情

况，进一步提升该项工作透明度、

知晓度、参与度。

当天上午，参观人员率先参

观南海区政法系统综合教育基

地，通过听取该基地讲解员介绍、

观看视频、手动点阅南海区调解

服务地图等方式，了解南海区的

人民调解制度，调解队伍、组织建

设情况，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成果等，加深对该项工作的认识。

“调解很讲究技巧，仅用法律

条文来分辨对错是不够的，还需结

合人情、风俗等来分析问题。”在苏

志敏“创熟”调解工作室，桂城街道

创建熟人社区课题组组长苏志敏，

为参观人员介绍了该工作室的基

本情况，以及创建“熟人社区”的工

作任务、途径、思路等。他强调，温

情调解是物业纠纷调解的关键，多

年来他坚持以情理法相融，化解了

污染扰民、噪音扰民等问题。

“这次活动能让不同群体，真

实感受南海区的人民调解工作。

在参观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南海

区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视。”南海区政协委

员、佛山市黄手绢心理咨询有限

公司总经理邓赞朋表示，他常到

各镇街讲授调解课。在他看来，

南海区人民调解工作的基础比较

好，日后开展工作，可以进一步融

入多元技能，如心理学、医疗卫

生、教育等，调解员也需要不断提

升专业性、多元技能，积累实践经

验，提升调解效率。

南海民政关爱残疾人

发放补贴资金
创造就业条件

丹灶镇西联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特色创建活动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履职尽责成效

佛山传媒集团融创产品“穿越百年看佛山”引发市民点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活起来潮起来热起来

5月是全国人民调解宣传月，南海区司法局昨开展人民调解开放日

加深市民对调解工作知晓度参与度

我为群众办实事

■南海区民政局第四党支部到丹灶康园中心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关爱残疾人”主题党日活动。 （通讯员供图）

■丹灶镇西联人大代表联络站与直联团队走访调研西联党史馆。

■南海公安民

警带着老伯

(左二)辗转两

地，成功为其

办好户口。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