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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几十年，一直没领结婚证，现在需要证明夫妻
关系；不在一个户口簿，要证明母子关系；想继承房产，
得证明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日常生活，社区常常接
待居民要求开具各种证明。在没有其他依据的情况
下，社区怎么求证？合肥一社区尝试新做法，让老邻居
成了证明复杂“方程”的解题人。

□张奇元 刘亚萍 星级记者 俞宝强

3名以上老邻居来证明

“真得感谢这些老邻居，他们心地好，热心肠，无私

地帮我们作证，而不怕自己担责任。”10月8日，合肥市

蜀山区丁香社区居民小胡表示。社区遇到难开的各类

证明，热心的老人们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责任心，热情地

站出来作证，他们的证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的证明真挺让社区为难。”丁香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一些时间长、历史久远的情况，不但社区的新人不了

解，就连在社区工作5、6年的工作人员都难以知道。但

居民找到社区，希望通过社区得到解决。怎样尽量不让

居民失望，怎样能为居民开出有效的合理证明？社区想

办法并经过街道同意，有三名老邻居可为居民作证，然

后依据老邻居的证词给居民开具证明。

社区居民胡大哥的妹妹，在工作岗位受伤，唯一的哥

哥要办理妹妹各类保险金，不仅要有兄妹关系证明，还要

有妹妹未婚未育证明。依据父亲生前的一些证明文件，

兄妹关系可证明，但人受伤在医院未婚未育证明咋开？

南七街道丁香社区的三位老邻居曹瑞永、卢敬昌等站出

来了，他们为这位老邻居解了难题。依据邻居作证，哥哥

拿到了社区开具的证明。

热心曹大爷已作10多次证明

丁香社区工作人员大多是 80 后、90 后群体，追溯

到居民上辈的事情，甚至上两辈子的事情，社区很难

了解这些情况。社区里张大姐的母亲去世 10 多年了，

办理房产过户需要证明母子关系。而丁香社区 63 岁

的曹瑞勇老人认识该居民的母亲，知道她家的事情，

老人热情地站出来说：“我来证明他们是母子关系。”

目前，曹瑞勇已经为众多邻居作证，按了 10 多个手印

了。说起给邻居们作证，曹大爷乐呵呵的告诉记者：

“之前也有居民去社区盖章，社区不了解情况的时候，

也会找我核实情况，现在推出这样的新做法，只要找 3

个居民来证实，就可以盖章，我觉得也是便民服务的

一种体现。手印不是随便按的，我们一定是知道情况

的，我们才证明，对于情况不了解的，或者了解不够全

面的，我也不会给别人作证。”

家住汽修小区 55 岁的贾玲也为居民作过不少证

明，粗略一算说，“得有五六次了吧，我和其他人证明的

都是我们了解的真实情况，我们不怕担责任。”“如果没

有这些老邻居，居民开证明就麻烦很多。祖居户还好

说，如果是人户分离或很早的老户，就得需要老人作证，

社区才敢开证明。”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丁香社区负责人凌睿告诉记者，现在法制观念已深

入人心，很多部门要求居民开各种证明也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落实到具体问题上，一些要求开具“你妈是你

妈”等证明，确实有些难度。多亏一些年龄大的居民，他

们凭借着自己的热心，不怕麻烦，不怕担责任，来为社区

及居民解决困难。他们的做法确实值得学习、赞扬和尊

重。但考虑到实际会不会被不法分子钻空子，社区先试

行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如何，还有证人方面也会有所甄

别，确保盖出去的章一定不会有问题。

合肥一社区尝试新做法:

让老邻居出面证明
解“你妈是你妈”老难题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多数居民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我

们身边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来自安徽省扶贫办的数据显示，在我省，这一数字

超过了400万。为此，我省发出倡议书，呼吁社会各界认领扶贫项目。

据了解，我省仍然有 3000 个贫困村、401 万贫困人口，范围涉及 15 个市 70 个县

（市、区），扶贫开发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亟须举全省之力，汇聚各方资源，携手合力攻

坚。

在我国第二个扶贫日即将到来之际，省扶贫办向全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及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倡议：“请您伸出援助之手，积极参与扶贫项目认领和认捐活动，慷

慨解囊，纾困解难，捧出一份爱心，点燃一片希望。以实际行动支持贫困村发展经济，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增加家庭收入；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就学，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让他们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

据悉，认领贫困村扶贫项目，是我省开展“10·17”扶贫日活动的重要内容。全省

3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贫项目（基础设施类、产业发展类、雨露计划类、光伏扶贫

类）由各县（市、区）扶贫办在县级政府和扶贫网站上公布，并公布县级扶贫办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各市扶贫办负责汇总所辖县（市、区）扶贫项目，并在市政府网站和市扶

贫网站公布，同时报省扶贫办；省扶贫办汇总全省扶贫项目，并已在省政府网站和

省扶贫网站公布。

各级帮扶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省外认领扶贫项目的单位

或个人认领扶贫项目均直接向县（市、区）扶贫办认领。认领单位和认领

人可以一次认领多个项目，也可以认领一个项目或项目的一部分。

对认领的扶贫项目可由认领者自建，也可以出资的形式由贫

困村等建设。 具体帮扶认领方式，可以

登录省政府网站及县级政府和

扶贫网站进行查看。

全国首个油画保护修复
高级培训班在肥开班
两岸大师亲自授课
培训高级“文物医生”

星报讯（记者李皖婷） 拆画框、熨画布、贴保护纸、

处理画背、批补丁、清洗、修补裂纹……别小看一幅破损

的油画，要修复如旧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昨天

上午，“全国油画保护与修复技能高级培训班”在安徽博

物院开班，16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医生”汇聚合肥，

将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培训。据悉，这是我国文博行业第

一次举办这样的油画保护修复高级培训班。

海峡两岸修复大师亲自授课

据介绍，本次培训班是在2013年“油画保护与修复

基本技能初级班”的基础上举办的，培训对象为来自全国

14个省、市、自治区文博单位的16位文物保护技术骨干，

培训结束后，他们将成为高层次油画保护修复专业人员。

培训班为期两个月，授课的也多是国内油画修复界

的大咖，比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修复与培训中

心主任詹长法，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意大利总统授予

的“仁惠之星骑士勋章”的文物保护专家。

油画修复实践课程亦由台湾台北艺术大学油画修复

师李福长先生等执教。2004年起李福长，曾主持修复过

有“中国女梵高”之称的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作品108幅。

“修旧如旧”并非想象中简单

安徽博物院副院长郑龙亭表示，安徽博物院馆藏油

画数量在全国属最多，其中还有数千幅潘玉良的作

品。本世纪初，为了修复潘玉良的画作，安徽博物院开

始走在全国油画修复领域的前列。但即便如此，馆内

有资质修复油画的修复师也屈指可数。

据了解，此次培训中，学员们不仅能够系统地了解

油画保护修复理论知识，还将进行油画修复的实践课

程，修复潘玉良及黄绍京的油画作品。对此本报也将

进行持续关注。

省级三公经费
2016年继续“瘦身”
要求不得高于以前年度预决算水平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2016 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

已经上报给财政厅。按照预算编制要求，各部门编制

的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原则上不高于以前年度“三

公经费”预决算水平，严控行政成本，只减不增。

本次上报的草案文本，暂不含人员经费预算，即全

面更新的工资信息、退休人员经费、基本养老保险以及

职业年金缴费等信息暂时不需要报预算。为确保退休

人员经费按时稳定发放，2016 年退休人员经费仍按原

供给政策编制，暂纳入部门预算，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实施后，停止执行。

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编制购买服务预算。各部

门要合理制定本部门公共服务具体清单和政府购买服

务实施清单，编制年度部门预算草案时，同步编制政府

购买服务预算。按照“应编尽编、编实编细”的原则，公

用经费和项目经费预算中，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

围的，逐项编制政府集中采购预算。政府集中采购预

算细化编制到具体采购品目、采购项目和采购时间，避

免执行中频繁调整。

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预算中，涉及新增资产配置的，

编制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并在预算草案中作相应说明。

从2016年1月1日起，将水土保持补偿费、政府住房基

金、无线电频率占用费、铁路资产变现收入、电力改革预

留资产变现收入等五项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预算，坚持厉行节约，严控行政成本，

按照只减不增的总体要求，各部门编制的 2016 年“三

公”经费预算，原则上不高于以前年度“三公经费”预决

算水平。发挥项目库的基础作用，未纳入项目库的项

目原则上不得安排预算，预算追加不予考虑。

我省目前仍有401万人未摘贫困帽
省扶贫办呼吁社会各界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认领帮扶可登录省政府网站和省扶贫网等

相关部门发出倡议：
认领认捐扶贫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