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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门联审严防“钻空子”

“保障房的资格审核工作大多由街道办事处和房管部门共

同完成，但住房保障家庭申报材料中的信息却分散于公安、民

政等各个部门，信息不畅通成为进行资格审核的最大困难。”

淄博市房产管理局住房保障科科长牛淑红说。

记者了解到，一般住房保障资格申请程序为街道办事处接

到申请材料后进行审查并在申请人所在单位或社区居委会进行

公示，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再将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

报送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区、县房产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材

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其中，区房产管理部门初审后应

报市房产管理部门审核；市、县房产管理部门审核后，将符合

条件的申请家庭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才

向申请人颁发《资格证》。

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工作本就十分繁冗，还时常有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家庭想‘钻空子’，无疑就增加了资格审核的难度和

时间。仅2014年，淄博市共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34557套，其

中，公共租赁住房1430套，棚户区改造房33127套，共记审核通

过各类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千余件。

“房管部门负责协查并提供各住房保障家庭的住房信息，

民政部门负责协查并提供各住房保障家庭的低保和婚姻状况信

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协查并提供各住房保障家庭

的养老保险缴纳信息……八个部门各司其职，不仅保障了最基

本的信息畅通，也提高了信息的准确性。”牛淑红介绍，目

前，淄博市统一的网络信息平台目前也已经纳入建设议程，等

其正式上线运行后，多部门的网络大数据将会使资格审核工作

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审核工作化繁为简

“保障房的资格审核工作费时、费力，而且随着各类保障
性住房的日益增多，申请家庭也与日俱增，而申请材料是否属
实有时实在真假难辨，即使看似符合条件的最少也需要近一个
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审核。”牛淑红颇有些无奈的对记者说。

《通知》指出，申请人申请住房保障资格时，如实申报家
庭收入、财产、住房、人口、婚姻状况等基本信息，并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同时声明同意审核机关调查核实其家庭住房、收
入和资产等相关情况。区县房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住房保障资格
的相关资料后，及时将申请家庭的基本情况发函至同级公安、
民政、人社、工商、地税、残联等部门，住房公积金信息由市
房产管理部门发函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由相关部门依照
规定依法协助查询相关信息或授权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直接查
询。发函协查的，相关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向区县房管部门出
具核查结果，核查结果作为区县房管部门对申请住房保障家庭
的准入资格进行审核的重要依据。

随后，淄博市房产管理部门将对各区房管部门审核合格上
报以及各县房管部门因各种原因不能查询到相关信息的申请住
房保障资格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二次审核。最终，市、县房管
部门依据核查结果对申请住房保障家庭的准入资格进行复审，
审核合格后为其发放资格证。

“从递交资格申请材料到2月19日网上公示结束用了近1个
月的时间，真是等得望眼欲穿。”申购经济适用房的张艺萧一
家三口都盼望资格审核通过后能早日买到价钱合适的经适房。

“联审联查机制就像‘紧箍咒’，但恰恰能把资格审核工
作化繁为简、化串联为并联，由此一来不仅可以有效缩减审核
时限，更让个别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骗取住房保障资格的行

为无处遁形。”牛淑红笑着说。

动态监管住房保障家庭

“住房保障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审核人员很难拿
到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对住房保障对象进行定期复核。”牛淑红
介绍。

《通知》指出，各区县房管部门在每年对住房保障家庭相
关信息进行定期复核时，要充分利用联审联查机制，对住房保
障家庭相关信息集中联审联查，将获得保障资格或已实施保障
的家庭的相关信息发函至同级公安、民政、人社、工商、地税、残
联等部门，由相关部门依照规定依法协助查询相关信息，根据
相关部门提供的保障家庭经济状况、人口变化等核查信息，调
整住房保障方式，纠正各种违规行为，实现动态监管。

“联审联查的机制无疑让整个住房保障资格审核工作更加
严谨，更好地保障公平、正义，打压骗租、骗购的行为对于我
们这些符合条件又有迫切需求的市民来讲是百利而无一害
的。”张艺萧告诉记者。

“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工作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社会
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各级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人员应该要
切实增强服务意识，热情接待、耐心解释，要建立健全一次性
告知、首问负责、超时追责等相关制度，让群众少跑冤枉
路。”牛淑红表示。

此外，各级住房保障部门要对保障性住房资格申请、审核
工作加强监督检查，同时畅通举报渠道。对违反规定的行为，
要及时整改，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提请相关部门追究责任。
记者了解到，2015年，淄博市还将逐步实现实物保障为主转向
建设和租赁补贴并举，并在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的过程
中，计划把符合条件的企业建房纳入保障房管理。

淄博市住房保障资格实行联审机制，保障分配公平、公正

八部门联审严控骗租骗购乱象

老街琉璃红极一时

“博山琉璃历史悠久，根据当地的古琉璃遗址可以追溯至
元末明初。”1月29日，人立公司董事长焦新翻着西冶街的老照
片说。

一说起西冶街，自小在博山长大的焦新讲得头头是道。
“西”指方位，该街在博山旧城之西；“冶”乃冶炼，即用石
英粉或长石粉，再合以碱粉及各种助熔剂、催化剂、着色剂，
于坩埚内加高温熔化而成,在民间手工艺中属“冶炼”。

身为博山人的清代帝师孙廷铨曾在《颜山杂记》中写道：
“西起于西寺之崖，陂陀而下，北至于叠道，西负崖，东枕孝
河，为西冶。言琉璃之炉冶也，其民多业琉璃。”故名“西冶
街”。

明洪武年间，西冶街琉璃技艺达到顶峰。工匠们将无色透
明的琉璃熔化后加入回青，制成蓝色像筷子一般粗的管状珠，
再穿制而成的“青帘”已作为贡品进献皇家。即使在皇家，也
只有祭天、祭祖的庙堂上才可悬挂。

清朝初年，天下大治，百业俱兴，琉璃业迅猛发展。博山
西冶街一带家家户户都以琉璃为业。各种琉璃制品，设计精
巧，色彩夺目，可与玉石、玛瑙媲美。许多工艺品作为朝中贡
品，或悬于宫殿大厅，或摆设在书房案头。到清康熙三十五年
(公元1696年)建立琉璃厂时，当时内务府造办处为保证宫廷琉
璃品的水准，所用工匠大多数从博山西冶街招聘。

当北京城里热火朝天地办琉璃厂时，鲁中小山城里的西冶
街早已是炉棚比邻，烟囱林立，有大大小小的料条炉、圆炉、
杖子嘴炉、轴子嘴炉、杂货炉、米珠炉等百余个。而这里的琉

璃制品设计精巧，色彩耀眼夺目，可与玉石、玛瑙媲美。
光绪以前，博山人在外地经营的料货庄，包括兼营的在

内，多达40余家，遍布北京、哈尔滨、汉口、西安、苏杭等
地。那时琉璃制品供不应求，价格更是节节高，比如一种可充
珍珠的烫珠运到苏杭甚至可与金银等价。博山琉璃业繁荣可见
一斑。

繁华日盛 琉璃不再

记者站在西冶街街头，街边仍旧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似
乎比过去更加繁华了。然而，如今的西冶街却难再见琉璃的身
影。现在，西冶街与琉璃相关的就只有博山陶瓷琉璃博物馆
（以下简称“博物馆”）了。

正值下午3点多，西冶街的店铺里人来人往，而博物馆却
大门紧锁。记者打通博物馆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才出来开
门。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儿平时很少有人来，所以一
般不开门。当地人基本没来的，有时会有些学美术的学生或外
地人来看看。”

20世纪50年代以前，作坊是博山琉璃生产的基本组织形
式，圆炉和米珠炉作坊绝大多数是家庭或个人经营，大炉作坊
是当时琉璃生产的龙头。建国后，博山琉璃业走上了集体化道
路，鼎盛时期博山区有琉璃生产企业30余家，从业人员近3万
人。改革开放后，随着企业改制步伐的加快，博山、淄川两地
的琉璃业到2004年达到顶峰，企业200多家，工人6万多。

近年来，受出口环境、创新力衰退、招工难等因素影响，
博山琉璃业渐现萎靡。据统计，目前博山、淄川两区仅剩琉璃
生产企业30余家，从业人员不足万人。2014年，博山区琉璃业

生产总值不足4亿元。
2004年，西冶街更名为步行商业街，与琉璃渐行渐远。

各方助力琉璃振兴

焦新是地地道道的博山人，看着家乡的传统工艺衰落，他
甚是惋惜，但同时他相信，博山琉璃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市
场潜力。1994年，焦新成立淄博人立实业有限公司，立志把博
山琉璃做大做强，再现当年“珍珠玛瑙翠，琉璃琥珀光”的繁
华街景。

2014年，焦新请来国家一级美术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韩美林为博山琉璃搞设计，投资6000多万元的体验馆和人
立大厦开工，又自掏腰包为当地陶琉大师办了20多场展览……

焦新说，他们借鉴景德镇艺术陶瓷、宜兴紫砂壶等成功案
例，做优做强“人立琉璃”销售平台，力争用2至3年的时间，
挂牌新三板成为公众公司。同时，组织企业及大师参加全国、
全省具有较大影响力、权威性的各项展会活动，为琉璃从业者
和艺术家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渠道，提高人民群众的琉璃艺术欣
赏水平，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促进地区琉璃艺术消
费，繁荣艺术品市场，提高琉璃艺术知名度。

焦新告诉记者，除了企业的努力，2014年3月，博山区政府
印发了《关于加快陶琉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从资
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政企合力。博山人共同为振兴传统
琉璃艺术使把劲儿，把博山琉璃打造成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行程最后，焦新带记者参观了博山孝妇河畔的炉神庙，女
娲像前的缕缕青烟，象征着博山琉璃艺术世代相传，薪火永
续。

昔日车水马龙 今日衰败凋敝

博山西冶街：琉璃的前世今生

公平分配是地方住房保障工作的“生
命线”，也是衡量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
重要标准。但是，目前因各政府部门之间
信息不共享、交流不畅通，在保障性安居
工程跟踪审计过程中时常出现住房保障家
庭的申报材料与部门登记信息不一致等问
题，个别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骗取住房
保障资格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公平
分配。

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2月10日，
淄博市房产管理局、淄博市公安局等八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联审机制加强住房
保障资格审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指出自3月1日起，淄博市将加
强部门协作，在淄博市人民政府建立全市
统一的网络信息平台前，八个相关部门将
通过部门协查的方式实现信息共享，建立
住房保障资格联审联查机制。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宗凤刚 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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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在元代称颜神镇，王渔洋在
《香祖笔记》中写道:“土多煤矿，利有窑
冶，四方商贩，群聚于此。”正是借助丰
富的陶瓷、琉璃、煤炭资源，这里早早地
迎来了繁荣。2006年，博山被中国日用玻
璃协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琉璃之
乡”的称号。

说到博山琉璃，以西冶街为最盛，沿
西冶街一路观赏，繁华的店铺，琳琅满目
的陈设，曾堪称博山一景。然而，昔日的
西冶琉璃店已被五花八门的服装、美食商
店所取代，再难见琉璃身影。

日前，距离西冶街仅1公里的淄博人
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立公司”）
创办的博山陶瓷琉璃艺术中心成功申报省
级3A级景区和民间博物馆，以期重振博山
琉璃业，唤醒老街的传统艺术之魂。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杨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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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磊 报道
2月28日，市民

向淄博市房产管理局
工作人员(左一)咨询
保障房信息。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岳文姗 报道
近日，博山有机富硒草莓迎来采摘旅游黄金

周，大批游客涌入博山区博山镇上瓦泉村的有机农
产品采摘园区。

近年来，博山镇以有机农产品采摘为带动，依
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以农家
乐为特色，大力发展建设招待设施。目前全村共有
饭店4处、农家乐18家，可满足1500名采摘游客的
餐饮、住宿需求，形成了集招待、餐饮、会务、垂
钓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都市农业休闲旅游产业
链。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近日，淄川区双杨镇法家村农民陈秀云正在大

棚内为甜瓜打叉摘秧。利用近郊优势，以发展都市
农业为载体富裕农民的淄川区双杨镇，随着春季转
暖再掀热潮，纷纷抢农时，抓栽培，抓管理，种植
蔬菜、西瓜、甜瓜等，使300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就
变成“农民工人”。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2月27日，上万名求职者来到淄川区人力资源

市场，参加2015年春季用工大型招聘会。当日，共
有160个企业提供岗位1 . 2万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2100人。

春季招聘会由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牵头组织，依托网站、广播、报刊、微信等平台
向社会发布资讯，吸引了大批求职者和用工单
位。招聘会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区，免费发放
医保、居保、劳动维权等宣传资料，对就业创
业、养老医疗、职工维权等方面的政策进行现场
解答。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淄博市民生热线服务平

台开通仪式在市政府举行。全市民生热线服务平
台的开通，是该市加快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
府、服务政府的重要举措，也是该市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在12345市长热
线的基础上，建设这样一个集市民投诉、意见建
议征集以及为市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服务平台，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作用也更强
大，对于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务实高效的服务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后，该服务平台将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答复群众意见建议，强化督办落实情况，真
正发挥平台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将广泛宣
传，让广大市民尽快熟悉了解平台的功能和作
用，让他们能用、会用，使平台真正成为群众联
系党委政府的桥梁和纽带。

民生热线服务平台开通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春节是一年的“文化季”，在蒲
松龄故乡、全国文化先进区淄川区，羊年春节的文
化新风刮得正劲。

坐落在淄川区般阳路街道东关社区的淄博东方
现代女子画院，尽管是春节期间，但焦玉琴、孙
佳、高丽等画师，这几天人们都能看到她们的身
影，专注、用心，构思、创新，一幅幅工笔花鸟、
山水、人物跃然纸上。

随着几辆车的开进，原本清静的牛家村文化广
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淄博鲁韵吕剧团团长武安国
说：“春节前，我们排练了《李二嫂改嫁》、《三
子争父》、《恩怨情》等十几出吕剧，但演出场地
不固定，现场搭台，耗时费力，还不安全。”为
此，他将一辆大头车进行了改造，只要能停开车的
地方，就可以马上搭台。这一创举，既简单又实
用。“今年，从初三开始，每天两场演出，一直排
到正月十六呢。”

地处深山区的淄川区响泉村不大的村文化广场
上，锣鼓喧天，响彻村内外。村党支部书记焦裕良
既是导演，又是演员。《流转土地就是好》、《修
路风波》等身边人身边事，全部到台上亮亮相。响
泉村不大，只有400多口人，坐落在国家级水利风
景名胜区和峨庄古村落国家级森林公园里，民风淳
朴。村里经济贫穷，但精神生活不落后。每年初一
的演出已经坚持了11年，邻近的土泉、秦家、柳花
等村村民更是早早地跑来占座位看演出。

淄川民俗“展新风”

□穆云霞 报道
3月3日，位于西

冶街的博山琉璃博物
馆大门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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