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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中国残联联合发文

侵害残疾人利益 从严从快批捕
昨天是“国际残疾人日”。据了解，我国有超过8500万残疾人，他们是最困难的社会群体之一。
3日，《最高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检察工作中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意见》发布，要求对于

侵害残疾人的重大案件、侵害残疾人群体利益的案件，从严从快批捕、起诉，加大指控犯罪力度。社区矫正
机构工作人员对残疾社区矫正人员有殴打、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强迫超时劳动行为，情节严重者将被追
究刑责。

挪用残疾人款物
将依法严惩
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对其生命财产安全

的侵犯往往会造成较大的伤害，需要予以特殊
保护。特别是严重侵害残疾人权益的重大案
件和侵害残疾人群体利益的案件，社会影响
大，各方面关注度也较高。意见加大了对侵害
残疾人权益各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

国家为残疾人发放的各类资金、经费和物
资，是残疾人维持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挪用、
克扣、截留、侵占上述款物的行为，严重影响残
疾人的正常生活。

意见规定，“加大对侵害残疾人权益的职
务犯罪的查处和预防，依法严惩挪用、克扣、截
留、侵占残疾人教育、康复、就业、社会保障等
资金和物资以及发生在涉及残疾人事业的设
备采购、工程建设中的职务犯罪行为”。

加大对侵害残疾人
案件指控犯罪力度
据了解，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在对残疾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中，应当体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把握逮捕条件，确
有必要的才予以逮捕。

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残疾犯罪
嫌疑人，除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审查是否具备逮
捕条件外，还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
性质、事实、情节、主观恶性和犯罪嫌疑人身体
状况是否适宜羁押等因素综合考量是否确有
逮捕必要，必要时可以对残疾犯罪嫌疑人的犯
罪原因、生活环境等开展社会调查以作参考。

对于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其他强制
措施不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应当作出不批准
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可捕可不捕的应
当不捕，可诉可不诉的应当不诉。

意见要求，对于侵害残疾人的重大案件、
侵害残疾人群体利益的案件，从严从快批捕、
起诉，加大指控犯罪力度。社区矫正机构对残
疾社区矫正人员有殴打、体罚、虐待、侮辱人
格、强迫超时劳动情节严重者追究刑责。

讯问残疾犯罪嫌疑人
应慎用械具
意见还加强了检察机关对残疾在押人员

监管、社区矫正以及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
人强制医疗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

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看守所、监狱
等监管机关在羁押、管理和教育、改造残疾在
押人员等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提出
纠正意见；发现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没有
对残疾在押人员在生活、医疗上给予相应照
顾，没有采取适当保护措施的，应当通过检察
建议等方式督促监管机关改正。

在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活动中，人民检
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对残疾社区
矫正人员有殴打、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强迫
其参加超时间或者超体力社区服务等行为的，
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旦发现强制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殴打、体
罚、虐待或者变相体罚、虐待被强制医疗的精
神病人，违反规定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使
用械具、约束措施等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强调，人民检察院讯问残疾犯罪嫌疑
人时应当慎用械具。

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必须使用械具的，
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户口办理拟向“黑户”开放
多地超生落户与计生脱钩，
无需先缴纳社会抚养费

日前，公安部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其中研究
无户口人员的落户工作成为议题之一，
会议提出要着力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
口的问题，切实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
常住户口的合法权益等。

虽然具体方案尚未发布，但释放出
大门将启的信号。现在，全国多地放开
超生落户，并与计生罚款脱钩，一纸户口
开始向本位“回归”。

▶奔波 都是因为没有户口闹的
公安部日前发布消息称，对于无户口人

员落户的问题要坚持区别情况、分类解决，
分类实施相关政策。而在现实中，除了因为
超生导致“黑户”外，还有部分是因未婚生
育、不主动登记、迁移证丢失和登记机关不
作为等造成的。

日前有媒体报道，当事人沈博伦和吴霞
今年 6月生下女儿，但两人已在吴霞怀孕期
间和平分手，未婚的他们无法提供为孩子办
理户口登记的结婚证，相反，非婚生育违反
了当地计划生育条例，他们需要出具缴纳社
会抚养费的证明，同时提供亲子鉴定证明及
派出所所长审批单。

最终，在孩子出生前，这对曾经的情侣
在网上发起一个名为“筹罚款，给一个上不
了户口的新生儿”的众筹项目，筹钱为女儿
缴纳办理户口的43910元罚款。

由于现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是授权

各省制定，各地征收标准弹性很大，出现了
征收3至10倍不等的差异。少的两三万元，
多则要80余万。

来自湖北的王远 2004年考入广州一所
大学，当时把户口迁移到学校集体户口，毕
业后，他去了苏州一家公司，户口便随之迁
移到苏州虎丘公安局。

工作 3年后，要辞职回家的他去虎丘公
安局办理档案时，才了解到当时户口从广州
迁出后便一直未迁入虎丘公安局，他由此成
了黑户。

此后王远便开始了他的“重获”身份之
旅。先通过找关系让学校居委会开具未婚
证明，再凭借一纸未婚证明到新工作地的人
事局开介绍信，之后又拿着介绍信去老家派
出所开了拟接收证明。奔波大半年后，王远
才拿到老家的城镇户口。

▶捆绑 计生部门用户口搭便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清

楚户口人数是了解国情的重要方面，如果有
1000多万人的相关信息都没被了解，很可能
会影响高层相关决策；而对于个人来说，户
口则是多数人享受教育、医疗、出行等的通
行证。

一组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显示，除大学
毕业生由于户口档案接续而导致的黑户外，
其他原因导致的黑户普遍受教育程度较
低。文盲或完全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比例
高达44.2%，小学教育程度的达30.7%以上。

此外，根据相关调查报告，不符合政策
超生造成的“黑户”数量占总数超 50%。这
背后的逻辑是，在很多地方和基层的实践
中，户口登记和计生政策被捆绑在一起，如
果没有准生证或不预先缴纳社会抚养费，户
口登记的大门将就此关闭。

据此前媒体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

2014年全国至少有 20个省（市、自治区）有
明确的规定或案例，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
育相关证明，其中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河
南、湖北等省市在户籍办理制度上明确规
定，将计生与户籍挂钩。

除明文规定外，将计生与户口捆绑在一
起也成为一些地方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土
政策”，南昌市一名户政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此前的情况就相当于是计生部门要用户
口来搭便车。

这种将户籍与计生挂钩的做法有其特
定背景。上世纪，在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
策后，湖南省常德市于 1982年率先实行“计
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并取得较好的成效，随
后，这一做法便在全国推行。而所谓的“计
划生育一票否决”，就是政府以“一胎化”为
核心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执法及行政绩效考
评办法。

▶松动
多地超生落户不用先挨罚

今年7月，广东全面放开入户政策，
并且重申新生儿及往年出生未入户的
新生儿办理入户时，无须出具计生证明
（含超生及非婚生育）。

从 12月 1日起，大连市公安局对全
市无户口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在对
相关人员的情况进行核实后，将依法
规、文件进行常住户口登记。

大连市某基层派出所一位民警告
诉记者，由于通知刚刚下发，所以暂时
不清楚具体操作程序如何，但从今年10
月起，即使是二孩，公安机关也可以无
条件上户口，而在此前，超生的孩子不
能办理户口登记。“全面二孩”政策就是
在这个月正式明了。

记者调查发现，过去先交罚款后上
户口的做法正在发生变化。此前有媒
体统计，我国 13个省区市已明确提出，
凭出生医学证明可落户，不以缴纳社会
抚养费为前提。

南昌市一名户政工作人员表示，从
去年开始，不管是第几胎都可以直接上
户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给孩子一个
身份，户口是对身份的管理，不能承载
太多社会管理功能，对超计划生育的管
理不应该到我们这里搭车。”

福建省公安厅提供的材料显示，福
建省政府于 2008年、2011年、2012年多
次强调“办理户口登记不得把缴纳社会
抚养费作为前置条件”等。据统计，从
2008年以来，福建共解决了历年出生未
落户儿童落户数10万人。

家在福建龙岩的王燕在 2013年生
了二胎，她回忆道，此前按照“规矩”必
须先缴罚款才能上户口，到 2013年 11
月21日她给孩子上户口时，已可以直接
上户。

但她也提到，有些人仍担心上户口
后被计生“盯上”强制执行交社会抚养
费，因此选择等待和观望。

这一说法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得到
印证。大连市另一基层派出所的户政
工作人员透露，现在给超生的孩子上户
口时需“写个声明”，“内容大概就是申
请给孩子报户口，孩子是二孩，具体到
时候国家怎么处罚我们也不清楚，但将
来国家肯定会有措施，你签了这个声明
就得承担责任。”

福建省某县人口计生局一名工作
人员也表示，公安机关会给超生的孩子
上户口，但派出所的户籍信息共享后，
计生部门会跟进收取社会抚养费。

日前，《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
（送审稿）》公布，条例送审稿中提出统
一征收标准，限制自由裁量权，拟规定
已生育一个子女，不符合政策规定再生
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
计征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对比
各地现行标准和统一后标准，各地超生
一个子女的社会抚养费用将普遍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杜鹏表示，对于超生者来说，
现在从过去的不能报户口转变为可以
报，接下来要考虑的则是能否真正打消
这些人的顾虑，这需要政府做出明确表
态。

上海明年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33亿“礼包”惠及270万老人
记者 3日从上海市新闻办获悉，上海将

在2016年推出统一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这项地方性社会福利政策预计将惠及270万
65岁以上的户籍老人。

此次福利政策改革计划将现行的“高龄
老人营养补贴”和“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
车”等单项补贴，统筹调整为统一的老年综
合补贴，受益范围扩大至65岁以上的户籍老
年人，旨在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促进老年
人福利均等化。

依据初步方案，“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将
根据年龄实行梯度标准，通过敬老卡发放津
贴。具体标准初定为：65岁-69岁，每月 50
元；70岁-89岁，每月 120元；90岁-99岁，每
月300元；100岁及以上，每月500元。

相关部门的统计表明，目前“高龄老人
营养补贴”和“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两
项政策的覆盖人群约 170万人，每年财政补
贴为8.5亿元；实行“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后，
受益人群将扩大至 270万人，每年所需的财
政补贴将超过 33亿元。全市统一实施该制
度，把货币化补贴直接补给老人，既有利于
解决高龄老人营养补贴因各区县财力不同、

免费乘车制度因出行状况不同产生的不均
衡问题，也有利于使获得津贴的老年人拥有
更多自主支配权。

初步方案在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意见时，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还表
示，“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补贴标准应与上
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将根据财政
收入、物价、老年福利等综合因素统筹考虑、
适时调整。该制度推行后，目前各区县、街
镇实行的对老年人的一次性节日慰问与实
物补贴可以保留，其他老年优待政策，如公
园和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或优惠等，均保
持不变。低保、低收入老年人享受“老年综
合津贴”后，不会影响所享受的社会救助水
平。

据了解，在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的意见后，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还将通过
各区县以及街镇、居村渠道，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政策设
计。政策待征求意见汇总完善后将于 2016
年推出。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