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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开疫

苗接种证明等公证项目，一次都不用跑
了。昨天，记者从市司法局“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系列新闻通气会首场举
办。3月以来，市司法局推出 18个“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点项目，“办
理公证‘少跑腿’”是其中之一。

今年，市司法局对办理公证“最多跑

一次”“一次都不跑”服务项目大幅扩容。
据介绍，服务平台开通以来，全市共办理

“最多跑一次”公证服务 4000余件，办理
“一次都不跑”服务 1300余件。上海市公

证协会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司法局公证工

作管理处处长张承斌介绍，扩容后———

■ “最多跑一次”服务在原有 103

个事项的基础上，增加 97个事项，将服

务事项目录增加到 200 个， 增幅达
94%。 其中，涉企事项在原有 22个的基

础上，增加到 53个，增幅达 141%。

■ “一次都不跑”服务试点事项的

扩容，在原有 91个试点事项基础上，增

加了 29个， 试点事项目录增加到 120

个，增幅 32%；其中，涉企事项 14个。

■ 经过扩容，“最多跑一次” 服务
事项，基本覆盖群众需要的高频公证服

务事项；“一次都不跑”服务事项，基本

实现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无争议

的事实类证照类公证事项全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群众需求较多的购

房、贷款等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书公证，此
次也纳入了“最多跑一次”服务范围，疫苗

接种证明公证纳入“一次都不跑”服务试
点事项中。

目前，市司法局已完成平台整合，

并于 6月 28日开通上线。市民群众可
以通过 12348上海法网平台，以及上海

市公证协会官网、官微，获取“最多跑一
次”“一次都不跑”服务事项目录、申请

材料清单等相关信息。

19.9平方米17个户口，哪能办？

今天上午 11 时，经过全

体居民投票，上海房地产估价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为中华路

地块征收评估机构。

选出评估公司，标志着征

收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接下

来，评估公司通过规范作业，会

产生每户被征收房屋的评估单

价和整个地块的评估均价———

这也是居民们最关心的事。

在现场，记者碰到了前来

投票的张宝林。多年来，66 岁

的张老伯始终盼着征收启动，

但他还有两个心病，至今

依然未解。

▲ 张宝林从

搭建的阁楼
上下来。 2010

年， 家里一个

角落被他设计
加装了淋浴间

和马桶， 解决
了洗澡和上厕

所的大问题

开疫苗接种证明公证，一次都不用跑
上海市“办理公证‘少跑腿’”服务项目大幅扩容

老房征收，有喜有忧。喜的是住房条件将大为改善，
忧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利益如何摆平

17个户口 如何分配

对于今天的投票选举，张宝林表示没
有多想，只要评估公司能够公平公正就可

以了。

张宝林住在东街 20号二楼，19.9平方米

的房子曾经住着他的一家三口、他的母亲和
侄子。一间房中，张宝林的妻子和女儿睡床，

他自己只能睡地。后来搭建的阁楼平台上，
推开老虎窗，就能看见外滩金融中心的高楼

大厦，和这片破旧的房子形成鲜明反差。
作为老党员，张宝林是很支持征收的，

一轮征询他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但是

他有两个心病，一是这后来搭建的阁楼平
台是否会有相应的补偿；另一个就是这个

房子里有 17个户口，到时家庭内部如何分
配是很大的问题。

原来，张宝林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
他们早年都到外地工作，退休后回到上海，

户口也都落在了这里。大姐因为回来得早，
咬咬牙买了一套房，但两个哥哥都没有房。

大哥如今住在侄子的家中，二哥在金山租
了房。如今，张宝林的母亲已经去世，女儿

也已出嫁，而张宝林老两口也没有其他的
房子。如今，想凭这套房解决一大家子的难

题，张宝林想想就觉得很困难。“现在只能
等正式方案出来后，再做打算了。”

答疑解惑 讲透政策

这两天，居民已经陆续前来咨询。大家
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实

际问题。比如，选房合算，还是选货币合算？

实际面积比产证面积大怎么办？负责这次
征收工作的是黄浦区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

务所，经办人员对此一一耐心解答。
“我 53平方米的房子，也要给我换个

53平方米的新房吧。”在征收所现场，金阿
姨有些担心地询问。经办人李富根告诉她，

“您放心吧，现在的二室户的安置房源都不
小的，另外还会有现金补偿。”“那是可以

的！”金阿姨点了点头。
也有想不明白的居民。徐老伯就很执

着地反复强调：“现在是数砖头，我的实际
面积比产证面积大，应该按实际面积算，否

则我就不搬了！”经办人朱威告诉他，政策
是公开透明的，规定就是按产证面积，以前

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后来对方多方了解后
也认可了。朱威建议，如果还有疑问，可以

咨询发证机关，或向周围被征收过的亲戚
朋友再了解下。

“很多居民对政策不太了解，我们既然
做了他们的经办人，就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讲解讲解再讲解，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帮助他们理解政策。”朱威说。

棘手难题 等待化解

征收过程中，经办人会面临各种
难题。

经办人吕菲告诉记者，随着征收工作
进入实质性阶段，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比如，有好几户房屋承租人已经死亡，需要
指定签约人。但如果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有

矛盾，签约人就很难确定。

这次居民来投票时，吕菲就开始留意
各户的家庭状况，早做准备，尽量帮助大家

把矛盾减到最少。“有一位老太太，老伴在
两个月前过世了。房子挂的户口比较多，有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孙子和外孙也都在里
面。平时是女儿女婿和外孙住在这里。”9

月 8日，吕菲专门去她家了解情况，老太太
眼睛不好，耳朵也不好，腿脚又不方便，征

收手续想委托女婿操作。吕菲马上善意提
醒：两个儿子可能会有想法。后来商量下

来，还是选了大儿子作为签字代表，由女婿
陪同。

每一次征收，居民们在满怀期待的同
时，也都有各自的顾虑和家庭成员间不同

的利益诉求，亲情要经历人性的考验。这个
过程中，征收人员、居委干部的及时调解、

耐心安抚显得尤为重要。
本报记者 屠瑜 潘高峰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统计全体居民投票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