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11 月 8 日早晨，张本发驾驶一辆电动三
轮车在六安城区与一辆轿车相撞，交通事故导致他受
伤，需要住院治疗。可是，在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张
本发遇到难题。因为住院需要出示身份证，而且交通
事故的处理以及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时，都需要他的身
份证。

原来，张本发居住六安 44 年，但他没有出过远
门，没有办理过医保，没有自己的银行卡，从来也没感

觉到没有户籍对他的生活有影响，所以一直没有回寿
县办理身份证，也没有将户籍从寿县迁回。

为了让父亲能够保障治疗以及后期索赔，小女儿
张莉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当地的社区和派出所拿到
了两个证明，才得以让父亲的治疗及合法权益得以维
护。“多年来，父亲没有医保，没有银行卡，我们却一
直没有当回事。”张莉说，直至经历交通事故，才意识
户籍的重要性。

意外受伤才意识到户籍重要性

两个女儿经过商量，决定回寿县为父亲办理户
籍。可是，事情并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从2013年8月份至今，张本发在小女儿陪同下不
间断地从六安赶往寿县小甸镇，可是他们的辛苦并没
有得到任何结果。

2013 年 8 月，她和父亲一起来到了小甸镇，在老
家叔叔带领下来到吕圩村委会，找到村书记张某并告
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张某以查不到原始存根为由，
让张本发去派出所咨询。到了派出所后得到的答复
是必须回村里查找原始档案或者提供证明。于是，他
们再次回到村委会，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村委
会来人，第一次无功而返。

间隔几个月后，张本发和女儿再次回到寿县小甸

镇。村书记张某让张本发找自己的亲戚和知情人出
具证明，证明其在当地居住生活过，且户籍的确在当
地。这样，张本发往返寿县数次，经过多方寻找，办
理好了证明。

“证明终于弄好了，以为这次可以圆了自己的梦，
以后也可以出远门了。”张本发说，拿着证明去村委会
时，村书记还是以查不到存根为由不给办理。

“我不间断地从六安到寿县小甸镇来回奔波，已
经四年，可每一次去的答案都是一样，查不到存根，无
法办理。”张莉告诉记者，现在父亲跟自己住在一起，
人也渐渐老了，万一父亲需要住院治疗，不能总是去
找居委会和派出所开证明，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父
亲尽快脱去黑户身份。

有了知情证明，办理仍遭推诿

既然有知情人和亲戚为张本发出具了相关证据
证明，村委会为何不给他出具证明材料让其在派出
所办理户籍呢？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电话采
访了寿县小甸镇吕圩村委会徐主任。

记者：“你好，请问你知道张本发去你村办理户籍

的事情么？”

徐主任：“是的，我知道。”
记者：“村委会不给办理的原因是什么？”

徐主任：“因为老张离开时间太久，村领导都换届

好几批，原始纸质档案无法查到。”
记者：“当事人按照你们的要求，办理好相关证

明，村委会为何还是不给办理呢？”

徐主任：“既然证明都有了，可以来办理了。”
徐主任随后让记者转告当事人，让张本发到村委

会，村委会会为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然后就可以去
派出所办理户籍。记者随后将消息转达给张本发父
女，得知这个消息后，父女很是激动，并决定于 8 月 5
日赶回寿县办理户籍。

记者介入，村委会同意出具证明

六安人张本发今年63岁，虽一把年纪，但他不曾拥有过自己的身份证。而据张本发本人所
说，他多年以来身份黑户的原因与父母祖籍寿县小甸镇当地村委会有关，他与女儿从六安到寿
县来回奔波几年仍无结果。近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介入后，村委会答应出具证明。

□记者 李世宏

女儿已成人
63岁父亲还是黑户
星报记者帮维权，老张或将有“身份”

老汉居住六安44年如漂泊
1954年，张本发出生于六安市鼓楼街，16岁时

随父母回到原籍寿县小甸镇吕圩村大胡岗村民组，
户籍也一并转到当地。在寿县小甸镇生活四年后，
20 岁的他随着父母再次回到六安。张本发回到六
安后，进入六安皖西迎宾旅社工作。由于没有读过
书，工作时间不长就被辞退。被辞退后，张本发开
始从事小吃生意。29岁（1982年）那年，张本发经他
人介绍与一名寿县女子结婚成家（没办理结婚

证）。同年，张本发给妻子在三里桥派出所办理户
籍，两个女儿接连出生，同样没办理户籍，一家人常
年租房生活。

时间一晃，大女儿到了读书的年龄，在办理入
学时，校长告诉张本发，孩子没有户籍，小学可以勉
强就读，但以后不能继续接受初中以上的教育。为
了孩子的学习不被耽误，张本发将两个孩子的户籍
落户于孩子母亲名下，并分别取名为张敏，张莉。

1996年，妻子因病去世。张本发一个人用经营
小生意的微薄收入将两个女儿拉扯长大，但他本人
仍没有将自己的户籍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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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身份”，老张好茫然

这就是张本发身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