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季，个别学生家
长在明知不符合学校报名
条件的情况下不惜挖空心
思走旁门左道；而不法分
子利用家长的这种心理从
事制假售假犯罪行为，原
本想以“假”乱真，结果东
窗事发……

日前，宁国警方循线追
踪、顺藤摸瓜，历经30余日
缜密侦查，成功侦破一起涉
及全国多地的伪造、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端掉
制假窝点1处，抓获邹某、江
某、吴某等涉案人员19人，
现场查获假公章 1000 余
枚，各类假证件3000余本
以及制假工具若干，案值逾
10万元。

8月 23 日，犯罪嫌疑
人邹某、江某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涉案人员吴某
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其余涉案人员被处以
行政拘留处罚。

1010余本房产证余本房产证
核对有核对有““误误””

“某小区1栋1单元301
室、1单元302室、1单元401
室、1单元402室……”

7月 15 日，宁国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协
助某学校核实学生预报名
手续时发现，有10余名家
长所提供的房产证地址均
来自一个小区，而且几乎
是同一小区同一单元相连
的信息。

随后，工作人员经网上
核对，意外发现这些房产证
所登记人户信息与真实信
息不符，有涉假嫌疑。

宁国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辖区西津派出所接报案
后，迅即抽调警力组成专案
组展开侦查。

嫌疑人嫌疑人
在睡梦中就擒在睡梦中就擒

案发后，专案组民警根

据涉假房产证所持有人的
信息展开调查，10余名涉
案人员均交代涉假房产证
系从江某、吴某处购买。

紧接着，专案组民警围
绕江某、吴某的相关线索深
入调查并快速将二人控
制。江某、吴某到案后如实
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交代所
提供的涉假房产证系从邹
某处购买。顺藤摸瓜，专案
组民警缜密侦查，掌握发现
涉案的湖南籍男子邹某藏
匿在合肥。

7月 22 日，专案组民
警奔赴合肥，后在合肥警
方的大力支持下确定了邹
某的准确藏匿地，果断实
施抓捕。

睡梦中，涉案的邹某
被民警擒获，现场查获涉
假公章1000余枚，各类涉
假证件 3000 余本以及制
假工具若干。

制售制售““一条龙一条龙””
涉及全国多地涉及全国多地

据警方调查，无正当职
业的邹某专门从事假证制
作。2021年上半年，犯罪
嫌疑人江某为帮助胡某、徐
某等10余名涉案人员的子
女成功入学而获取6000元
的好处费，多次联系邹某并
以每本400元的价格让其
制作假房产证。

案发前，江某收到邹某
寄来的10余本假证后，便伙
同吴某将事先制作好的假证
分送给胡某、徐某等人，案值
逾10万元。而当胡某、徐某
等人持假证办理入学报名手
续后，被工作人员发现。

此外，警方经过深入侦
查，犯罪嫌疑人邹某所办理
的假证还涉及山西、河南、
湖北、广东以及四川等全国
多省市。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之中。

报名资料以“假”乱真
警方寻“证”端掉窝点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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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家来了新成员

眼看着老哑年纪越来越大，杨忠华的心
底也生出些隐忧。“如果我哪天不在了，他可
能就没有人照顾了。”老杨总是想着，能让老
哑以后的生活有一份扎实的保障。“首先让他
有个户口，才能给他买养老保险，以后办事也
方便。”

很快，杨忠华就来到了辖区的建平镇派
出所，把情况从头到尾向户籍民警娓娓道
来。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在民警的指引下，
杨忠华又来到了郎溪县救助站。

“听到杨老的请求后，当时我们立即就把
老哑的信息传递到全国救助系统、寻亲网站，
进行仔细比对，但依然没有查找到他的亲
人。”郎溪县救助站站长夏兵龙说，根据相关
政策的规定，站里向公安部门递交了通报，提
出了给予老人落户的请求。

老杨的一次次奔波终于有了回应。
建平镇派出所户籍民警经过调查发现，

老哑是1996年流浪到郎溪县的，因其语言障
碍无法查明身份，根据规定，经民政部门和公
安机关无法查明亲属的流浪乞讨人员，只能
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
户口登记。

“今天就能帮助该名无户口人员进行补
录户籍。”5月11日，杨忠华骑着电动车把老
哑带到了建平镇派出所。经过短暂等候，老
哑从民警手上接过了新办的临时身份证，虽
然他不能言语，只能伸出右手大拇指，然后不
停地“点头”表示感谢，老人眼中流露出的感
激之情，也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谢谢你们的帮忙，现在我终于可以带他
去申请保险了！”杨忠华连声向大家道谢。他
说，接下来，自己会带着老哑去申请农村低
保、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报销等待遇，让老哑
的生活越过越幸福，也让老哑的今后生活有
更充足的保障。

8月28日上午，泾县榔桥镇卫生
健康服务中心疫苗接种加班室迎来了
一位特殊的来客。

这位特殊来客名叫Amanda，是
一名美籍外国友人，同时也是宣城
媳妇。经过简单的询问后，了解到
Amanda是南京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今年嫁到泾县榔桥镇双河村，夫妻
俩因工作原因需常年往返于南京市
和宣城市之间。此次回家，Amanda
通过榔桥镇工作人员宣传得知镇卫
生院有疫苗后，决定接种中国的新
冠疫苗。

“这还是我们乡镇第一位有意愿
接种中国新冠疫苗的外国友人。”榔桥
镇卫健办负责人张峰表示，为保证
Amanda顺利接种，镇政府第一时间
与县定点医院进行预约，经过有效沟
通，Amanda当天上午就在泾县医院
新冠疫苗接种点免费顺利接种了中国

的新冠疫苗。
据Amanda介绍，此次在泾县医

院接种新冠疫苗中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是全英文的，这个小细节让她深受感
动。“在中国看病十分方便，医生技术
也很好，尤其是中国Online Doctor
（在线医生）的便捷服务，一部手机就
能完成看病流程，就像我这次用个人
护照免费接种新冠疫苗一样，凭借个
人护照就能在线办理就诊卡，非常简
单。”Amanda说。

在回程的路上，Amanda还向周
末仍在加班的榔桥镇疫苗接种工作人
员表示感谢。

榔桥镇副镇长汪珍珍表示，下一
步，榔桥镇将继续加大新冠疫苗接种
宣传力度，持续做好全镇接种工作，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
为辖区范围内社会各界人士和外籍人
士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服务。

本报讯 二手车交易，
不用两地奔波，在一个地方
就能办好。记者从宣城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了解到，
全国218个城市推广应用
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二手
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实
行交易登记一地办理、档案
电子化网上转递，实现二手
车全国范围内跨省跨市异
地交易登记。今年9月1日
起，我市开始实行，方便群
众在车辆转入地直接办理
机动车交易登记手续，无需
两地往返。

举个例子，如果市民李
先生通过视频看上了南京
的一辆二手车，过去他得先
带身份证件跑趟南京，在南
京车管所办好车辆转让手
续后再带着车辆信息档案
回宣城，在宣城再办一次
手续后才能上牌。而现在
流程简化，就算他看中的
是东北的机动车，也不用
跑到千里之外，在宣城就能
一地办妥两地过户交易手
续。据宣城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业务
受理科四级警长顾进介绍，
今年6月1日，商务部、公安
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
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登记跨

省通办 便利二手车异地
交易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经过数月磨合优化
后，9月1日起全国218城
实施。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新
规适用范围包含的是非运
营小、微型载客汽车（包括
出租转非和预约出租转非
车辆）。机动车在转入地
交易的，可以向转入地车
辆管理所提出申请，或者
通过互联网平台提出申
请；在转出地交易或者因
其他原因所有权发生转
移，向转出地车辆管理所
提出申请。实行二手车转
籍档案资料电子化转递
后，车主在转出地或转入
地均可进行车辆交易，申请
办理车辆电子档转移。

目前，只要是购买被列
入《通知》名录城市的二手
机动车，宣城消费者全都可
以在宣城一地办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开通
的城市，如果有二手车交易
的话，还是要按照原来的交
易方式和提档查验方式。
市民如需了解详细信息可以
拨打全国车管所统一电话区
号+12123咨询。

（本报记者 余健）

9月1日起
宣城实现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
全国218个城市届时同步实施

美籍宣城媳妇在泾县接种疫苗
◇吴珺怡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文/图

捡回流浪聋哑人当弟弟——

杨忠华精心照料“老哑”22年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余克俭 文/图

“老杨，又去接老哑啊！”“是
啊，明天就是星期六了，接他回来
歇两天。”

8月27日是星期五，下午五点
刚过，家住郎溪县建平镇钟西村的
杨忠华骑上电动三轮车就往县城
方向赶，准备接弟弟老哑回家过周
末。老哑在县里的一家面粉厂做
小工，平时吃住都在那里，只有周
末和节假日才回来休息。

尽管今年已经74岁了，但杨忠
华骑起车来非常稳当。不过四十分
钟，杨忠华便把老哑安全接了回来。

杨忠华杨忠华（（右一右一））和老哑和老哑。。

杨忠华的弟弟“老哑”是他捡回来的。这事
还要从22年前说起。

那是1999年的盛夏。入梅以后，连绵不断
的阴雨天持续笼罩着郎川大地。一天，外出办
事的杨忠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在路过钟桥
洞口时，他发现有个男子想从洞口里爬上岸，但
尝试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没有成功。

“我记得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水很快就漫过
了桥洞的半截，情况特别危急。”虽然过去了这
么多年，但杨忠华的记忆依然清晰。他回忆说，
情急之下，自己赶紧到附近的农户家找来绳索，
吃力地将那人一点点拉上了岸。

安全把男子救上来后，杨忠华瘫坐在一旁
大口地喘着气。歇了不过半分钟，他赶紧上前
观察那人，这时他发现那人早已虚脱，没有了意
识。担心可能出现其他问题，杨忠华只好将那
人背回了自己的亲家——管荣康的家中。

短暂休息后，男子醒了过来。杨忠华和管
荣康试图询问有关情况，却发现他是个聋哑
人。“后来我用简单的手势跟他交流，知道他离
家多年，一直在外面流浪。”杨忠华见对方可
怜，就跟亲家提议“让他住在家里”，并为他取
名“老哑”。

就这样，老哑在管荣康家中一住就是五年
多，期间，杨忠华隔三差五就上门看望他。管荣
康去世后，杨忠华顺理成章地把老哑接了回
来。但起初，老杨的提议并没有得到老伴吴顺
娣的同意。“老哑和我年纪差不多大，如果再出
去流浪，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杨忠华耐
心地解释着，老伴和子女们听到这番话，就再也
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了。

老哑的身体完全康复后，向杨忠华比划着
表示想要出去打工。知道老哑的想法后，杨忠
华四处奔走。由于老哑没有户口，身体还又残
疾，很多地方都不愿意雇佣他。老杨没有办法，
只能换了一家又一家，最终为他找到一份简便
的工作。

精心照料老哑22年

老杨多了个“弟弟”，这事很快在村里传
了开来。村民们上门来看望老哑时，总是一
遍遍为杨忠华的善举点赞。

“别看老哑不能说话，但在村里人缘非常
好，大家都愿意跟他一块玩。”杨忠华说，由于
是个热心肠，所以谁家有事需要帮忙，老哑总
是点点头，然后捋起袖子就上前搭把手。

时光在平淡的生活中缓缓流逝，老哑也
慢慢融入到这个全新的家庭。前些年，每到
收稻子的时候，老杨家就多了一份劳动力。
烈日下、稻田里，兄弟俩齐上阵，干起活来特
别起劲。“后来年纪大了，家里的田就包给别
人种了。”

兄弟俩的感情也在一天天的相处中变得
亲密。虽然偶尔也会因为小事红脸，但杨忠
华从来不跟他计较，很多时候，拍拍老哑的
后背就解决了矛盾。“这么多年了，家里的

老老小小都完全把老哑当成了自家人。”杨忠
华说。

由于子女都忙于工作，很多时候，照顾老
哑的责任都落到了老杨的肩上。为了维持家
里生计，前些年，杨忠华外出找事情做时，也
专门给老哑找了一份。兄弟俩白天各自做
事，晚上为了方便照顾，就住在同一宿舍。

去年，老哑在外做事时突发疾病，身边人
赶紧把他送到了附近的诊所。但因为没有证
件，医护人员不能给老哑打点滴。情急之下，
电话很快打到了杨忠华那里。挂断电话，他
骑上三轮车就赶了过去，现场说明了情况，诊
所这才同意为老哑打点滴。

“现在老哑越活越年轻，脸庞红润润的。”
村里人都说，这离不开杨忠华和家人们的精
心照料。大伙儿还说，老杨和老哑长得越来
越像，就跟亲兄弟一样。

老哑终于有了户口

Amanda正在接种新冠疫苗。

扎实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