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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临时身份证明有无便捷方式

市民陈先生提问：近年来，公安机关推出
很多便民举措，有些业务在手机上就能办。身
边经常碰到因身份证丢失，要开具临时身份证
明的情况，开具这个证明有没有便民服务？

市公安局政务服务
应用联合创新中心民警
回复：开具临时身份证
明，在我市已经实现足不
出户就能办理。在全面
推进建设“公安综合服务
窗口”，减少办事群众跑
腿的基础上，今年市公安
局全面梳理公安政务服
务事项，从中确定一批

“焦作公安云警务”网办
事项，实现办事群众“零
跑腿”。网上办理业务，
群众通过手机就可随时
随地申办业务、上传资
料，系统自动审核后出具
结果、领取证照等。

想要开具临时身份

证明，只要关注“焦作公
安云警务”微信公众号，
点击聊天窗口左下角的

“云警务”，就到了云警务
平台的主页面。在页面
的“常用服务”模块中可
以看到“临时身份证明”
模块。如果提前已经进
行了实名注册，此时只要
点击进入就能直接办
理。办理完可直接在手
机查看电子版的临时身
份证明，需要纸质版的可
以在页面点击“邮寄”选
项，纸质证明将通过邮政
快递的方式送到申请人
手中。

本报记者 杜挺勇

记者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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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现场召开协调会 市民顺利继承遗产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忙，我
才能顺利继承父亲的房产。”近
日，市民刘卫东拿到崭新的不动
产登记证书时，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

刘卫东要感谢的大家是谁？
是《焦作晚报》焦我办行动记者，
是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工
作人员，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
作人员。为了这份不动产登记
证，几家单位现场召开协调会，寻
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帮助群众解
决难题。

事情的起因是一座房子。
刘卫东的父母住在焦东路

市技校家属院。刘卫东的父亲
去世后，其母亲按老伴的遗愿让
儿子来继承房产。刘卫东姐弟
三人，按相关法律规定，母亲、姐
姐同样有继承权利，为了完成父
亲的遗愿，家庭其他成员自愿放
弃继承权，并到市众信公证处进
行公证。

7月初，刘卫东带着房产证、
户口簿、身份证、公证书等材料到
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房产过户。
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办理业
务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刘卫
东提供的材料中，其父亲第二代
身份证信息和房产证登记的第一
代身份证信息不符，让其到公安
部门开具身份证变更证明后，再
办理相关手续。

据刘卫东介绍，其父亲出生
于1939年，第二代身份证信息是
1939 年，第一代身份证信息是
1935年。随后，刘卫东到辖区公
安机关开具证明，户籍室民警查
询户籍底册登记信息是1939年，
因没有1935年的信息，民警表示
不能开具证明。

老人已经去世，两代身份证
信息不符，哪里出了问题，现已不
得而知。没有公安部门的证明，
刘卫东就没有办法办理房产过
户。

怎么办？刘卫东向本报《焦
我办》栏目求助。

记者了解情况后，陪同刘卫
东到相关部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
法。记者一行先是到社区反映情
况，希望查找第一代身份证登记
信息的存根。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居民第一代身份证办理时，社
区还没有成立，也没有相关户籍
信息。但考虑到刘卫东遇到的难
题，社区开具了老人曾在该辖区
的居住证明。

拿到居住证明，记者和刘卫
东又来到辖区公安机关说明情
况，民警称户籍底册没有第一代
身份证的信息，不能开具证明。
经过协调，公安机关出具了现有
的户籍信息。

社区和公安机关的证明是否
可以用？7月11日上午，刘卫东

带着两份证明，再次来到市政务
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
人员看了相关证明后，表示不符
合要求。

事情又回到起点，怎么办？
记者向市政务服务大厅“有

诉即办”专区反映问题，该专区负
责人贾惠峰立即联系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负责人，召开现场会议，针
对刘卫东遇到的难题深入沟通，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何让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与会人员提出用其他证据佐证两
个身份证号码是同一个人的办
法，并建议刘卫东到老人工作的
单位，查看档案是否有关于1935
年的身份证信息。

刘卫东在其父亲单位找到原
始档案，档案内其父亲的教师资
格证登记信息是1935年。7月
19日，刘卫东第三次到市政务服
务大厅办理过户手续。老人的教
师资格证佐证了第一代身份证信
息的真实，现有材料形成证据链
后，工作人员为刘卫东办理了房
产过户手续。至此，这件事情有
了个圆满的结果。

近年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聚焦提升群众体验感和
满意度，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加
强部门联通、业务整合、数据共
享，打造“有诉即办”专区，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图①⑤为本报记者李征摄 图②③④为本报记者宁江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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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高红旗，68岁，高新区文苑街道中华翰苑
小区门口贩卖西瓜的一名瓜农。由于平时为
人和善厚道，其销售的西瓜不仅品质好，而且
从不缺斤短两，附近的居民都喜欢到他这里买
瓜，并亲切地称他为老高。每到夏季，无论天
有多热，老高都会骑着满载西瓜的三轮车出现
在小区附近，给市民送来清凉解暑的西瓜。

【人物故事】

7月20日一大早，老高拉着整整一车西
瓜，出现在中华翰苑小区便民服务瓜果销售
点。他刚站住脚，不一会儿，几名刚买完菜的
居民就围了上来，询问西瓜的品质和价格。

“俺的瓜，皮薄个头大，还不贵。”老高向他们
介绍。

一名居民说：“来半个，先尝尝。”“没问
题！”老高熟练地从车上挑了一个西瓜，敲一
敲，轻放在地上，用小刀在瓜皮上轻轻一划，西
瓜就裂成了两半，沙瓤。称重后，居民满意地
拿着西瓜回家了。

趁着无人挑瓜的空闲，老高讲起了作为
瓜农在高温下的苦与甜。

“我是南李万村人，过去在自家地里种西
瓜。十几亩地，除了种粮食，剩余都种成了西
瓜。”老高说。

西瓜最怕气温低，因此瓜农的大棚都是
高保温大棚，老高也不例外。他告诉记者，在
太阳的照射下，瓜棚里的温度特别高，就像一
个大蒸笼。一年夏天，气温特别高，老高的儿
子在外地打工回不来，请工人成本又高，一天
需要摘几百公斤西瓜，老高没请工人，所有的
西瓜都是他和老伴儿摘的。

“那段时间在瓜棚里进进出出，衣服就没
干过，汗就像水一样流。”老高回忆。

长时间的高温劳作，其中辛苦可想而知，
但是老高对记者说，他们怕高温又盼高温。
相对于高温，瓜农在夏天更怕的是雷阵雨。

“夏天好多人盼下雨，下雨了可以凉快点，但
这种情况反而是我们最怕的。”老高告诉记
者，雷阵雨时往往风大雨大，雨水太密集了，
排水会来不及，西瓜浸水就会爆裂。

【记者体验】

这几年，由于生活条件的提高，老高不再
种瓜卖，而是进瓜卖，每天5时准时起床，骑上
三轮车，到10公里外的马村区待王街道某农
产品批发市场进瓜，然后再回到中华翰苑小
区便民服务瓜果销售点贩卖。

记者跟随老高到批发市场进西瓜。老高
挑好西瓜品种，记者帮助他一起装车。一个
西瓜5到10公斤，一车西瓜二三百公斤。搬
瓜需要一直弯着腰，不一会儿，记者就大汗淋
漓，累得腰酸背痛。

装好车后，记者又跟随老高回到小区门
口。上午，记者跟着老高一起卖瓜，帮忙挑
瓜、称重，一切还好。临近中午，烈日当空，尽
管三轮车搭着伞，记者仍能感受到高温的侵
袭，头部感到阵阵眩晕，需要不停喝水。

老高立即到瓜果销售点服务站给记者拿
了瓶风油精，记者抹了抹，头部才稍微感到轻
松。记者事后了解到，近年来，每到夏季瓜果
成熟时期，高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都
会在多个地点设置便民服务瓜果销售点，既
让瓜农有了固定售卖场所，也满足了周边居
民的采购需求。同时，城管部门还在销售点
设置了服务站，免费为广大瓜农提供饮用水、
防暑药品、打气筒等。

老高说，城管人员对他们这些瓜农特别
照顾，附近居民有时也会送来饮用水等防暑
物资，正是这座城市处处流淌着的温情，才让
他坚持干着这份“甜蜜”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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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高红旗（右）在教记者如何
挑瓜。

图② 高红旗。
图③ 高红旗（左）正在为市民挑瓜。
图④ 高红旗（左）在为顾客称瓜。
图⑤ 记者体验搬运西瓜。

瓜农高红旗：

为市民送一夏“甜蜜”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李 征 实习生 马艺航 梁季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