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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孟津县地处黄河之滨，因扼居黄河要津而得
名，自古有“九朝都会半孟津”之说。该县因诞生
最早的中华文明符号而被称为河图之源，因坐落
着我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汉魏故城而被称为
六朝帝京，因横亘境域的古代陵墓群而被称为邙
山福地，因举世瞩目的小浪底水利枢纽而被称为
黄河明珠。

小浪底风景区是国家大黄河之旅的重要节点，
是中原经济区建设黄河文化旅游带的知名品牌，也
是我省重点打造的国际山水度假旅游目的地。近
年，孟津县依托小浪底风景区，不断挖掘和弘扬黄
河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整合沿黄文化旅游资源，通
过深度挖掘和品牌打造，今日的孟津已是人文景观
荟萃，风物胜迹遍地。以举世瞩目的小浪底水利枢
纽为龙头的黄河三峡名胜区、以汉光武帝陵为中心
的汉文化区、以龙马负图寺为中心的寻根问祖区、
以王铎故居为中心的书法艺术区、以黄河中下游地
理分界线标志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区，已形成独具特
色的文化印记和极具魅力的黄河文化旅游热线。

黄河小浪底风景区是以黄河水利枢纽工程、浩
瀚水域、峡谷岛屿为主要特色的大型山岳湖泊型风
景区。一年一度的观瀑节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品
牌，巨大的水流从导流洞喷涌而出，如黄龙横空出
世，似玉龙昂首冲天，带着呼啸的风声和震耳欲聋的
轰鸣声，造就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的旷世奇观。小浪底水利枢纽下游16公里处新建
成的西霞院水库，坝轴线3122米，总库容1.62亿立
方米，水面宽阔、烟波浩渺、景色宜人，被称为“孟津
湖”，有“洛阳龙湖”之美誉，是水上娱乐、休闲度假的
最佳去处。

在百里孟津河畔，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园，
“头枕黄河、脚蹬邙山”。园内尚存隋唐古柏1458
株，属国内少有的陵墓园林。古河道上纪念“人文之
祖”伏羲的祭祀庙宇，始建于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
348年）的龙马负图寺依然矗立，寺内保存完好的“龙
马负图处”“一画开天”等古碑记载着华夏文明的由
来。北邙山上钟灵毓秀，很多帝王百年后都“落户”这
一带，形成了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邙山古墓群。
古墓群原有墓冢9000座，现存250座，向人们诉说着
孟津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近年，该县大力发展沿黄文化旅游产业，培育出
平乐农民牡丹画、南石山唐三彩、白鹤黄河石画等一

批文化旅游产业。平乐村农民牡丹画家有1000多
名，年创作牡丹画25万余幅，该村被誉为“中国牡丹
画第一村”。昔日极富魅力的唐三彩，成就了如今南
石山村的繁荣，眼下该村拥有 72 家唐三彩生产企
业，2000多名从业人员，产品种类150多个。黄河
石画是白鹤镇的农民画家运用国画颜料和传统国画
技巧，在天然黄河石表面创作而出，它既能体现水
墨、颜色和线条构成的国画特点，又有不同于在宣纸
上作画的强烈质感。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众多的文物古迹，使孟津成
为令人瞩目的黄河文化旅游热点。周武王会盟台、
伯夷叔齐扣马地、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明清书法家王
铎故居等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更赋予了它神奇的魅
力。河南省和洛阳市已将小浪底风景区、西霞院风
景旅游区列为重点发展的旅游龙头项目，将洛阳北
线黄河文化游线路列为重点推介线路，将每年4月
的送庄草莓采摘节、5月的麻屯樱桃采摘节、6月的
黄河小浪底观瀑节、7月的洛阳会盟荷花节、9月的
孟津伏羲文化节和10月的常袋红提葡萄采摘节列
为重点旅游节会。

孟津，这颗黄河岸边的明珠，正以大河古津的雄
风浩气、高峡平湖的优美风光、文明和谐的人文环境
和开放发展的崭新面貌迎接五洲宾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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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近日针对户口登记管理乱象频频
出招，在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下大力
气彻底解决户口登记管理“错、重、假”问题的
同时，还强调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如发现拥有
2个以上户口、身份证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
通报当地纪检、组织部门。

公安部为何专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穿
“户口马甲”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拿着“户
口马甲”有哪些“好处”？

一是逃避限购政策。当前，我国不少城
市都有楼市限购令，一些领导干部违规办理
多个户口、身份证，可以钻政策空子购置多套
房产，也可以躲避纪检部门对财产的核查。

二是方便隐匿财产。我国正在推行官员
财产申报，而无论是房产还是资金，只要挂在
虚假身份下或虚假身份开设的账户中，就能
在很大程度上掩人耳目。

三是方便出入境。按照规定，党员领导
干部出境须履行报批手续，有人因此用另
外的身份证出入境，既省了报批的麻烦，也
能让自己的行踪保密。如广东省汕尾市

“史上最牛烟草局局长”陈文铸同时在汕尾
和深圳拥有两个名字、两个户口和两种身
份证，他持两本不同名字的港澳通行证两
年多里违反纪律、未按规定报批因私出入
港澳74次，至于具体是去做什么，除了他自
己，恐怕没人说得清。

一些问题官员办多个身份证的另一个用
处是方便外逃。如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
星就是拿着假护照越境潜逃国外的。此外，
还有多名问题官员事发后被检方查明有多个
身份。

四是方便“超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
党员领导干部、公务员等群体的要求尤为严
格，一旦违反，普通人可以罚款，领导干部则
会丢官去职甚至失去工作。也因此，有些领
导干部穿着“马甲”生孩子。此外，其还可以
在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福利或政策优惠。

“领导干部有多个户口确实用处很大。”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李进参分析，比如
按照管理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可以经商，但
如果有另一个假身份，则很容易规避这一规
定。李进参说：“行得端坐得正的领导干
部，要了假户口也没用。由此可以推测，但
凡有假户口的领导干部，都应引起纪律部
门的关注。”

（据新华社昆明7月15日电）

官员穿“户口马甲”
能捞哪些“好处”

公安部15日向社会公布了公安部和省
级公安机关户口问题（线索）的举报投诉方
式，意在借助群众力量，推进户口乱象的清
理和整顿。专家认为，户口登记管理中“错、
重、假”等问题积弊已深，清理现存问题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防止新问题的出现。

“错、重、假”户口频现

盘点近年的新闻不难发现，户口登记管
理之乱并非传说。

今年4月，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原副局
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樊红伟被网民曝光，称
其有多个身份证。经山西省公安厅调查，樊
红伟前后办理过6个虚假身份信息。樊红
伟因此被网友冠以“证叔”称号。

2013 年 7 月，河北省沙河市桥西办事
处曹庄三村村民冀转霞发现自己的户口本
上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女儿“冀某敏”，对于
这个女儿她既不认识，也不知情。

说起与户口乱象相关的人物，最出名的
应是“房姐”龚爱爱，她有4个户口。此外，

“房媳”张彦拥有北京、山西双户口，也曾引
发舆论关注。

“问题户口”既牵涉官员、商人、警察，也
牵涉普通群众；既有重户、错户、假户，也有
死亡人员户口未被注销等情况。

管理漏洞多因“人为”

记者采访了解到，出现假户口主要有两
种情况：一是办户口、身份证的申请人提供
虚假材料，公安机关审核不严格，出现漏网
之鱼；二是申请人和公安机关户政人员内外
勾结、弄虚作假。

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查办伪造
买卖户口证件案件149起，查处责任民警和
辅警46人。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
害群之马只是极少数，但危害极为严重。

如龚爱爱办了 4 个户口，共花费 60 万
元，其中40万给了一名户籍民警。据称，该
户籍民警先后办理过20余个假户口。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公安户口
联网之前，一个派出所只能查到本辖区内的
人口信息，因此只要买通户籍民警，很容易就

能在本系统内新建一套户口，获得一张新
身份证。而在实现省内联网后，这种做法变
得困难，但由于没有实现全国联网，也不排
除有人捏造一套省外虚假户口信息，以迁
入为借口办理虚假户口和身份证。而联网
系统也缺乏自动比对和纠错功能，因此即使
出现两条相似度极高的户口信息，一般人也
很难发现。

一名基层民警说，户口登记管理“错、
重、假”等问题存在由来已久，有的也有特殊
历史原因，如20世纪90年代初因门槛低人
们一拥而上“农转非”，在当时全靠手工办理
迁移手续的情况下，有些户籍民警疏忽大
意，在一些人户口迁出后未及时销掉原有户
口，导致了重户口。此后，户口实现计算机
管理日趋规范，但也有一些地方“重查询、运
用，轻核对、维护”，一些村级人口管理工作
台账成了被遗弃的“旧账本”，也导致了问题
户口的出现。

剥离户口附着利益，从源头
上杜绝户口问题

事实上，相关部门对于改变户口乱象的
努力从未停止过。以云南省昭通市为例，
2004年换发二代证前，昭通市公安局开展
了户口核对与相片采集工作，2008年按公
安部要求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户口整顿工

作，2010 年开展了“六普”户口整顿工作，
2012年开展了以常住人口同姓名同出生日
期疑似重复人员清理为重点的户口整顿工
作……这些努力解决了一大批户口登记中
遗留的重、漏、差、错问题，但应落未落、应销

未销、重复人口及户口登记项目差错等问题
仍然存在。如昭通市各级公安机关仅在
2012 年就累计删除重复人口近 2 万，变更
或更正公民姓名、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
等主项信息近3万条。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清理注销重复户口
27.1万个，即是对现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
理。“治理户口乱象确实不是件简单的事。”
云南省凌云律师事务所孙文杰说。

“不能这边在清理，那边还在出问题。”
云南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李进参认为，治理
户口乱象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杜绝类似问
题的反复出现，一方面是清除害群之马，实
行户口登记管理终身责任制和黑名单曝光
制等；另一方面是健全技术手段，如实现全
国人像比对跨省联网应用等。

“最根本的还是要剥离户口上附着的种
种利益。”李进参说，户口带来了利益，这些
利益又带来了户口的种种乱象。因此，要从
根本上杜绝户口乱象，还需大力推进户籍制
度改革。

（据新华社昆明7月15日电）

全国“错、重、假”户口频现

如何治理户口之乱？

一纸户口，本是人口统计管理手段，
却因附着了各种公共服务，令一些“特权
人士”趋之若鹜。随着公安部15日公布户
口问题举报投诉方式，这些“问题户口”及
其背后的乱象，或将进一步暴露在阳光下。

户口问题积弊已久。当前户口登记
管理中存在大量“错、重、假”问题，既有历
史资料不全等客观原因，也有公安队伍内
部极少数害群之马滥用职权、违法违规的
人为因素。若不对其坚决亮剑，将成为严
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毒瘤。

整肃户口乱象必须“翻一翻旧账”。
一方面，这是规范户口登记管理工作本身
的需要；另一方面，将有助于深挖腐败问
题，让更多躲在暗处的“苍蝇”“老虎”无所

遁形。对户口问题的清查，绝不可止于倒
查、严惩相关责任人，只有将严厉查处的
链条延伸到既得利益者，才能充分发挥震
慑作用。

整肃户口乱象还应致力于如何“堵住
新账”。当前赶上了“好天气”：一是中央
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二是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
大。未来的治本之策，应当着眼于逐步剥
离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实现户口功能的
回归；同时，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发动群众举报、加强技术监管、严肃党纪
国法、建立长效机制等多方面一齐发力，
用封堵特权歪风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翻旧账”，也要“堵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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