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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后，王维彬开始维护自己
的权益，他无奈地说：“我找了县里的土
地、规划等多个部门反映此事，但每个
部门都说不是他们审批的。”

21日，记者对兰西县相关部门进
行了采访。

记者先是来到兰西县自然资源
局。与该局办公室负责人沟通后，他找
到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解答。该工作人
员表示：“他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还
有立项批复，这说明地就是他的，通过文
件看这里不归我们征收，你可以去问一
下县征收办，其他的我们也不太清楚。”

随后，记者来到了兰西县房屋征收
与补偿服务中心，该中心主任助理于强
说：“如果该地纳入到棚户区改造，就由
我们负责，我们在该片区进行棚户区改
造是 2016年开始的，2014年凯旋城项

目具体我也不清楚。”
记者表示，希望能查询一下该项

目。他说：“我们只能查到棚户区改造
项目，况且我们部门是 2016年才成立
的，此事发生在2014年，有可能是商业
开发，由企业负责征收。可以去住建部
门了解一下，因为征收、批地等事项都
由他们负责。”

在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该局
办公室负责人说：“根据农民反映占地
的情况来看，还应去规划部门具体了
解，得由规划部门进行解释，而且还要
具体看这块地是棚改，还是商业开发。”

那么凯旋城是否有相应的正规手
续呢？经过沟通和查询，兰西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说：“凯旋城项
目有建设工程基本手续，如施工许可
证；而且还经过验收。”

多个部门并不知此事

王维彬至今想不通：“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
件不收回，怎么还能再随意批复？”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牡丹江市南市街与永安路交口
附近，一段街路进行拓宽工程，机动
车道宽了许多，可是供人们通行的人
行道却“拓”没了。机动车道紧邻商
家的石阶，行人只能在机动车道上行
走，非常危险。

走着走着
人行道没了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近日，记者在铁力市五一街附近
看到，道路两侧开了十几个汽车修配
厂，大量的卡车、铲车挤占在道路上进
行维修，行人只能在机动车道上通行。

相邻的金成嘉园小区一位居民
说，这些修配厂都开在居民楼的一
楼，生意非常红火，工人们每天起早
贪黑的忙碌；修车的过程中产生大
量的噪声，油污洒在地上到处都是，
破坏了当地的整体环境，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对这些修配厂进行规范管
理，为居民们提供一个安静整洁的
生活环境。

占道修车噪声扰民
破坏环境又存隐患

民生 聚 焦

□本报记者 吴利红

依兰县宏克力镇农民王克丽
向本报咨询，她想去佳木斯市陪
女儿，不知如何办理在佳木斯市
陪读时的暂住证？

日前，记者就此问题致电佳
木斯市公安部门。据介绍，外地
人员到佳木斯办理暂住证，需要
到暂住地辖区公安派出所或指定
地点申办，申报人需填写《暂住人
口登记表》；提交身份证（原件）、
流动人口婚育证原件、复印件等
资料；提交暂住证专用照片 2张；
健康检查报告或健康体检表;外地
从业人员需持《流动人口婚育证
明》等。

暂住在居民家中的，由本人
携带户主的户口簿到暂住地公安
派出所申领暂住证；暂住在机关、
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内部
或者工地、工场和水上船舶的，由
单位或者雇主将暂住人员登记造
册，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暂
住证；暂住在出租房屋的，由房主
携带租赁合同，带领其到暂住地
公安派出所申领暂住证。

暂住证登记项目主要包括姓
名、性别、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
在地、居民身份证编号、暂住地
址、暂住理由、有效期限等。

陪读时
暂住证怎么办？

帮 你问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天池
见习记者 菅月

日前，兰西县兰西镇向阳村
农民王维彬向本报反映：“2014
年我的住宅地被强占了，至今没
有说法。”21日，记者对此事进行
了调查采访。

21日，王维彬带着记者来到了一
处名为凯旋城的住宅小区。在一处伫
立着两栋住宅楼的地块，他说：“这地本
应是我的，但是现在却被强占，成了这
个住宅小区的一部分。”

王维彬告诉记者：“2002年 6月我
们村召开两委班子会，研究将七中大墙
北一块废弃地卖给我；2005年 10月通
过村民代表会讨论研究，决定将该地块
卖给我，使用面积为 2450平方米。”王
维彬给记者展示了当时村里开会记录。

2005年9月，他拿到了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记者看到许可证发证机关
为兰西县规划执法局，许可证上用地单
位栏填写的是王维彬，用地项目名称为
住宅。

王维彬表示，最初想发展养殖业，
但因村民们反对，就放弃了该项目。在
拿到许可证后，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在
这块地上建亚麻座垫编织厂。“县里非
常鼓励发展亚麻产业，除了自己赚钱，

我们也想为县域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王维彬专门编写了《兰西县兰西镇

向阳亚麻座垫编织厂项目建议书》。根
据王维彬提供的资料，兰西县经济和发
展改革局、兰西县人民政府，分别发文
对该项目立项和用地进行了批复，文件
号分别为兰经发改[2005]64号和兰土
批[2005]13号。

王维彬说：“这块废弃地本是一个
4 米多深的大坑，我们重新整地花了
200多万元。当时资金周转不开了，项
目只能暂缓进行。我想等到钱够了，马
上就动工，地就先用板子围上了。”

但2014年4月，王维彬发现自己的
土地上竟然盖起了住宅。“地莫名其妙
被强占，期间没有任何相关部门通知
我！”王维彬说。

“这不就是‘一个姑娘找了两个婆
家’么？”至今他仍不明白：“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原件不收回，怎么还能再随意
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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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事，记者又联系了兰西县
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回
应，由于此事久远，兰西镇和向阳村需
要调查了解情况，并询问农民具体诉
求；此事核实清楚后，如果农民手续齐

全，我们将会找土地、住建，和规划三
部门进行联合办公，处理此事。

23日，王维彬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我已经听说了兰西镇和向阳村正在
调查了解此事。这事终于要见亮了！”

立即调查了解推进此事

疑惑

走访

回应

民声记者李天池 电话：1321293663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湿地中野鸭翻飞 沟林内鸳鸯戏水

松花江生态向好 候鸟候鸟““集群集群””归来归来
志愿志愿者呼吁斩断迁徙路线上的捕鸟黑手者呼吁斩断迁徙路线上的捕鸟黑手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近日，哈尔滨市道外花鸟鱼市场搬迁和进一步规范管理，让环保志愿者们
欢欣鼓舞。“江面上常有大鸟飞翔，这在往年可不多见。”哈市护鸟志愿者杜克对
记者说。18日、19日，记者在哈尔滨市道外江边、肇源沿江湿地、肇东沿江湿
地、松北沿江湿地和呼兰湿地一线采访时发现：自然环境好了，市场秩序好了，
人们逐渐养成好的习惯，江上的鸟也会越来越多。

19 日，记者在肇源沿江湿
地、肇东沿江湿地、松北沿江湿
地和呼兰湿地一线，经常能看到
成对或落单的野鸭，振翅从水面
上飞起。在肇源的前牛营子村，
一位捕鱼归来的渔民说，以前总
有人下绝户网，不但将江里的小
鱼祸害了，也将一些扎猛子潜水
捕鱼的野鸭缠死了。“经常有执
法人员来查，大家的认识也提高
了，现在野鸭一类的小候鸟，生
活的自由自在了。”

呼兰腰堡临江开着不少江
鱼馆，10年前来这里游玩，还能
吃到辣椒炒野鸭肉，现在却再也
没人敢偷捕偷食了。有村民说，
大顶子山工程蓄水，这一区域就
形成了大水库，风光特别好，甚
至被人称为网红海。“保护好环
境，比盗捕盗卖来的效益要长
远，现在更多的人还会参与举
报，共同维护区域环境。”

连日来，道外区松花
江面上，数千只黑嘴鸥现
身。他们有的在空中飞
翔，有的在水中小憩，有的
从江中叼出小鱼，场景非
常壮观，吸引不少市民和
游客前来观赏。

据护鸟志愿者杜克介
绍，黑嘴鸥是国际特别保
护鸟种，被列入国际鸟
类 保 护 委 员 会 编 写 的
《濒危物种动物红皮书》
中。体长 32 厘米左右，
成鸟头戴“黑帽”，墨色
的嘴巴，浑身玉羽银翎，
在阳光下如同盛开的黑
蕊白朵花儿。

“哈尔滨市江面上黑
嘴鸥的逐年增多，充分说
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见好
了，把它们吸引过来了。”
护鸟志愿者杜克说。

近几日，哈尔滨市兆麟公园的
人工湖内，可爱的鸳鸯们时而在水
中觅食，时而飞上枝头，时而在岸
边小憩，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
看。一些摄影发烧友拿着“长枪短
炮”从早到晚的守在这里，拍下一
个个精彩瞬间。

据了解，这些鸳鸯从南方飞回
来后将开始繁育下一代，再过一段
时间，一个个新孵出的鸳鸯幼雏就
会从树杈间的巢穴中跳下来。之
后，它们将随着鸳鸯妈妈一起在水
中游弋，学会飞翔，慢慢地长大。
到了秋天，小鸳鸯也都长成大鸳鸯
了，它们便会举家飞往南方过冬，
明年春天，它们会再飞回来。这样
周而复始，从不爽约。一代代的鸳
鸯把兆麟公园里的这片水塘当成
了自己的故乡，而哈尔滨的市民们
也把这些野生小鸟当作自己的家
人。

市民们来观看、拍照，却从不
干扰鸳鸯们的生活。深秋时节，人
们还会为鸳鸯们加餐，帮助它们长
的膘肥体壮，顺利南飞。为了帮助
一些因伤病无法长期飞行的鸳鸯
安全地度过寒冬，公园里还在人工
湖边搭建了一栋玻璃暖房。

摄影好爱者张先生每年都来
公园拍摄鸳鸯，他说，鸳鸯家族落
户兆麟公园已经有近 20年的时间
了，从最初的两三只，到现在的
100 多只；鸳鸯们虽然是野生的，
但是一点儿也不怕人，刚出生的小
鸳鸯经常会从游园的行人身边走
过；鸳鸯繁育了一代又一代，但是
它们始终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人鸟和谐相处，体现了人们生态环
保意识的不断提升，也证明了我们
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

“由于存在大量露天摊床，原
来的道外花鸟鱼市场，每年都会吞
噬数以万计的小鸟生命。”据杜克
介绍，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道外江
边、马家沟畔、江北林地等地方常
有捕鸟人现身，志愿者们每隔一段
时间就要巡视一圈儿，粘网、粘杆、
鸟笼陷阱等违规设施器具也会收
缴一大堆。“有一次在这里，我们与
卖鸟人发生肢体冲突，多名志愿者
被抓伤，后来是报警处理，数十只
小鸟才获得解救。”

18日，我省护鸟志愿者又举行
了候鸟放飞活动，黄喉鹀、白腰朱
顶雀等近千只丛林鸟回归到大自
然的怀抱。“希望这些鸟儿能够免
于再遭捕鸟人的毒手，顺利抵达繁
衍栖息地。”杜克等志愿者说，希望
更多的花鸟鱼市场规范管理，让我
们的放飞活动越搞越少；也希望更
多的人知道，在家里养殖偷捕的保
护级鸟类，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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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松花江上鸥鸟翔集，场景壮观。

野生鸳鸯陆续飞回哈尔滨市
兆麟公园。

鸥鸟在江上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