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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承担
了一些行政管理职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社区居委会这枚小小的印章似乎成了

“万事皆可证明”的“万能章”，居民遇到需
要出具各类证明的情况，总是第一时间找
到社区。因为一些“奇葩证明”的存在，居民
与社区之间渐渐累积起了不少矛盾。

基层负担减轻

“以前，很多五花八门的事项都来找社
区盖章，我们实在无法证明。现在随着盖章
证明事项逐步精简和规范，不但我们的负
担 变 轻 了 ，群 众 来 回 跑 腿 的 烦 心 事 也 少
了。”14 日，面对前来回访的南平市建阳区
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潭城街道西门社区负
责人吴利利感慨道。

西门社区有居民 11250人，居委会只有
7名专职工作人员。据吴利利回忆，以前，多
的时候一天曾开出 10 多份证明。在此过程
中，吴利利和同事们需要花大量时间联络
核实、解释说明，而当遇到一些无法核实或
权责模糊的事项，就陷入两难境地。

“到底哪些证明该我们开，哪些不该，
之前没有明确的定论，我的心里也没谱。闭
着眼睛直接开给居民吧，一些情况我们确
实掌握不到，担保不了。不开吧，看到群众
为了一件小事来来回回跑，我们觉得很过
意不去。”吴利利透露出自己的无奈。

如何破解社区开证明之困，成为各地
反映强烈的基层治理难题。

2023 年，南平市纪委监委将“整治随意
增加社区证明事项问题，减轻企业和群众
负担”作为“点题整治”项目，在全市 10个县

（市、区）同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在南平市纪委监委督促推动下，市民
政局根据市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出台的

《关于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
工作的通知》，对 2023 年 1 至 7 月社区所出
具的证明进行摸底排查，逐一核对社区出
具证明台账以及出具证明样式、编号、用
途，分析研判出具证明的必要性，论证取消
证明的可行性。

经过市、县两级精准研判归类，南平市
最终核减涉及亲属关系、社保、经济状况等
2111 个证明事项，同时对社区应出具证明

事项进行规范。

服务主动升级

核减后，社区的负担减轻了，可有的单
位仍然要求办事群众提交证明该怎么办？
为了从源头上消除“奇葩证明”，南平市纪
委监委督促民政局采取协调或函告的方
式，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对不应由社区出具
的证明进行清理。

日前，松溪县松源街道西门社区居民

蔡长钦为一份“居住情况证明”犯了难。“我
就是这个社区的居民，大家知根知底的，怎
么就不能开了？你不给我开证明，我要怎么
立户？”蔡长钦跟社区工作人员急了起来。
原来，县供电公司和自来水公司规定，居民
申请水电立户，必须先到社区开具一份“居
住情况证明”。

“您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开具条件的，但
我们会想办法帮您解决问题。”社区工作人
员邵承富一边安抚蔡长钦，一边将此事上
报给县社区服务中心，并主动联系国网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松溪县供电公司和福建
省厦松城建投资有限公司（自来水公司），
告知规范社区出具文件的相关精神。

松溪县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分别对这两家公司发函，说明“居住情况证
明”为社区不应开具证明事项，并建议其直
接通过街道办、城市管理局查询确认群众
的相关信息，让群众少跑腿。

很快，两家公司都取消了“居住情况
证明”要求，蔡长钦顺利办理了水电立户。
邵承富介绍道：“不再需要我们开具证明
的，我们会及时做好解释说明。而对于那
些全省未统一规范，仍要求群众提交证明
的，我们本着便利群众办事的原则，特事
特办，对能够核实的事项据实出具相关证
明。”除此之外，南平市纪委监委督促推动
民政局建立成果共享机制，及时梳理“奇
葩证明”、循环证明事例，汇编实操案例供
社区参考借鉴，以提高工作效率。

南平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林陈维表示，将持续跟进巩固“点题整治”
成果，坚持纠树并举，不断释放减负效能，
帮助基层工作人员轻装上阵，集中精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南平市将整治“奇葩证明”作为“点题整治”项目，为社区核减2111个证明事项——

取消“奇葩证明”服务真心便民
□本报记者 吴柳滔 通讯员 黄毓婕 陈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反 家 庭 暴 力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些法律与我们妇
女同胞息息相关，学习这些法律才能更好
地保护我们的正当权益。”近日，一场妇女
法律知识讲座在上杭县才溪镇赴圩议事
站举行。

2023 年初，才溪镇人大主席团在上级

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利用当地客家群众
赴圩的习俗，融合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品
牌，在赴圩集中区域设立赴圩议事站。每逢
农历“三”“八”圩日，赴圩议事站召开茶话
会，全镇 70 名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轮流
到站值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反映急
难愁盼问题，并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做好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

“代表，很多人反映去才民村的时候
经常错过进村入口，我建议在路口处设置
指示牌。”“代表，我们村的路太狭窄了，小
车会车的时候需要其中一辆车退行 200 米
左右才能通过，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和车也
不少，挺危险的。”群众与人大代表围坐一
处，唠家常、议公事、诉忧愁、提意见。据镇
人大代表李国权介绍，1 月 8 日，岭和村村
民来到赴圩议事站反映枫东桥至水口桥
路段缺少路灯，后经协调，2 月 5 日便安装
了路灯。

除 法 治 宣 讲 会 和 茶 话 会 外 ，赴 圩 议
事站还开展形式多样的立法建议征询活
动 ，不 定 期 组 织 民 主 议 事 会 ，构 建 了“ 赴
圩 茶 话 会 、立 法 征 询 会 、民 主 议 事 会 、法
治宣讲会、代表联络站”的“四会一站”工
作载体。

近年来，才溪镇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
治建设，得到国家、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肯
定，相关做法入选“改革开放 40周年福建人
大最有影响的二十件大事”“新时代福建省
县乡人大工作创新案例”。2021 年 7 月，才
溪镇人大主席团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我省唯一的国
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第一个设在乡镇人大主席团的基
层立法联系点。

才溪镇人大主席王瑞华介绍说，通过
基层立法联系点，“原汁原味”的民意民情
可以直通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至今，才溪
镇立法联系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上
报立法需求和立法工作意见建议 13 项，完
成了 10 部国家法律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
上报意见建议 300条。在已公布实施的地方
组织法、畜牧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反电诈
法、行政复议法、爱国主义教育法 6 部法律
中，才溪镇立法联系点所提的 32 条建议被
不同程度吸收入有关条款。

如今，在上级人大的协调下，才溪镇
立法联系点设置了涵盖经济、行政、司法、
村社、群团等 13 个类别共 84 个意见建议
信息采集点，吸收采集民意的渠道更加丰
富通畅。

“无论是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还是建
设赴圩议事机制，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人大代表要时刻保持与人
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作为才溪的干部，理当
传承弘扬才溪精神，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深入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真真切切提高
群众生活的幸福感。”王瑞华说。

在赴圩时民主议事 茶话会中参与立法
□本报见习记者 徐士媛 记者 戴敏 文/图

南平市纪检监察干部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解决情况进行回访。 游少衡 摄

植树节这天，明溪县生态环境修复公益补
偿实践教育示范点揭牌，该示范点是由明溪县
法院、明溪县检察院、三明市生态环境局明溪分
局、雪峰镇国有林场等单位联合成立的。

示范点坐落于明溪县雪峰山森林公园，面
积约 560 亩，马尾松和杉木等大树下、林中空
地、森林步道沿线，种植着桂花、紫薇、闽楠、红
豆杉等乡土珍贵树种，集聚涵养水源、净化空
气、美化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示范点
建设和管护资金，主要来源于刑事案件被告人
缴纳的环境修复公益补偿金、企事业单位捐款。

“往年，生态环境修复公益补偿宣判后，由
被告人自己上山种树，负责管护；或者是缴纳罚
金，由相关部门组织人手进行林木补种。这就存
在专业不对口、树木种养效果差等问题。”明溪
法院行政与生态庭法官黄炳发介绍，“现在示范
点成立了，司法部门与林业部门开展合作，形成
用被告人缴纳的赔偿款委托林业部门植树造林
的机制，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既惩处了破坏
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也打造了一方美景。”

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责任人现身说法，
是明溪摸索出的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的
新思路。

去年，明溪县鑫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和福
建明溪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超标排放
水污染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损害。生
态环境部门依法追究两家企业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要求其开展替代修复。

当年底，两家企业共同与三明市归化印象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理念推广服务协议，采取“企业助力、媒体宣传”
的方式，让赔偿款用于在媒体平台进行生态环
境保护宣传，以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公益宣传作为替代性修复，实现
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等量恢复，并教育引导公众增强保护生态
环境的意识。

“绿色是明溪的底色，好生态是明溪县实施生态观鸟产业县域
经济战略的基础。把生态赔偿款变成环保公益宣传专项经费这项
做法是明溪在全省首创，也是明溪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式创
新、依法保护环境的一个缩影。”三明市生态环境局明溪分局局长
邓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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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梓健 文/图） 15日，第五
届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执法技能竞
赛决赛在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举行。

本 次 比 赛 共 有 来 自 全 省 九 市 一 区 的 19
组 57 名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参赛，竞赛内
容包括理论知识、无人机操作、非现场执法、
污 染 源 自 动 监 控 、危 废 管 理 及 VR 执 法 等 考
核科目。

本次竞赛紧密结合执法实际，依托企业实
地场景，模拟设施不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等情形，同时进一步加强非现场执法考核，提
高发现问题的能力。与往届相比，今年新增了
VR执法考核，利用VR还原模拟企业环境违法
问题。

据悉，今年是开展执法大练兵的第 9 个年
头，过去 8年，我省大练兵成绩保持全国前三。

我省开展
生态执法大练兵竞赛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15 日发布 4 起涉及未
成年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严
惩各类危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不手软、坚持依法维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松懈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进一步提升食品
生产者、经营者以及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

这 4 起案例中，有 3 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日常食品，另一起涉及
校园配餐。人民法院发挥未成年人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职能，严
格落实有关未成年人食品安全法律规定，坚持依法从严惩处。

其中一起案例中，某孕婴用品店故意以“调节过敏体质”的说
辞误导消费者购买产品，构成欺诈，法院判决退还货款并向顾客支
付价款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另一起案例中，被告人靳某结伙将他人
生产的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
等方式销售牟取利益，已销售金额 27 万余元，被法院以销售伪劣
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违法所
得予以没收。

校园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案例中，某餐饮管理
公司给学校提供受污染午餐，导致 18 名学生发病。当地行政机关
对涉事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储存、配送等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调查，并依法进行处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行为依法予以支
持，对危害学生身体健康的行为坚决说“不”。

最高法介绍，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融合
贯通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
的沟通协作，形成依法惩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合力。同时，
加强食品安全和法律知识宣传，推动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及公众提
升食品安全和法律意识，规范涉未成年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用法
治利剑守护未成年人食品安全。

最高法发布涉未成年人
食品安全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 15 日发布了 10
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并通报了 2023 年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办案情况。

最高检此次发布的 10 件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消费者关注度高、
影响恶劣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例如“人药兽用”、动物血制品非法
添加工业用甲醛、违规使用生鲜灯、违法销售境外药品等。

有的案例还反映出新业态中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新问题，比
如短视频平台上“探店达人”等收费探店视频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等。对此，检察机关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对相关机构加强监管，规范
收费探店视频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维护网络食品消
费安全。

据统计，2023 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23000 余件，同比增加 16.8%。其中涉食品（含
食用农产品）安全 18000余件，涉药品安全近 5000件。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负责人表示，2024 年 2 月至 12 月，最高检
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聚焦社区团购、网
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涉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察机
关将围绕这一专项行动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系列重点
工作，包括督促预制菜产业规范发展；督促整治食品掺杂掺假，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督促整治药物滥用等消费者密切关
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最高检发布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涉食品安全问题典型案例

为提升游客识诈反诈能力，守护游客财产安全，15 日，福州市
公安局地铁分局罗汉山站派出所联合鼓楼分局刑侦大队等在三坊
七巷开展反诈宣传。 唐艳梅 摄

▶“无人机操作”内容考核

▲“污染源自动监控”内容考核

人大代表与群众在赴圩议事站交流人大代表与群众在赴圩议事站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