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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发现父母家里
使用的某通信公司的座机在打给另外一
部 同 网 座 机 电 话 时 ， 未 接 通 对 方 电
话，通话详单竟显示通话时长3秒钟，
“自然而然”地又产生了 0 . 2 2元的通
话费用。纳闷中的我于是打了客服电
话一问究竟。

经过了一天的等待之后，被告知，一
是对方未接电话不会产生通话费用，二是
公司计费没有问题。我表示不解，对方很
霸气地回答：不就是两毛二分钱吗？可以
给你处理了，3天内退回账户。然后挂上了
电话。面对听筒里“嘟嘟嘟”的忙音，
我只好再次拨打了客服电话，表示我
想问个究竟，两毛二分钱是小事，但
是为什么会发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
题？不明不白地处理方式不能接受，
对方表示了适当的理解和记录在案之
后，从此再无回复。

我起初很生气，但是随着一来二去的
交涉和消极懈怠的处理方式，我的心气儿
也“再而衰，三而竭”，静下心来，甚至
怀疑自己是不是 小 题 大 做 ， 过 于 纠 缠
了。听着客服人员“不就是两毛二分
钱”的不屑，倒好像是我无事生非，
斤斤计较一般，如今“施舍”给你，
你还要怎样？

我讨要“两毛二分钱”的说法，于是
“慷慨”甩给你两毛二分钱，看似无懈可
击的处理方式背后，我总感觉是丢了点
什么。

□青岛市 姜云霄

两毛二分钱的说法

3月31日：12版《侯勇：演大家意料不
到的角色》，文中第2栏第1段第5行“最终
被审之以法”，“审之以法”应为“绳之以
法”。

□无棣县热心读者 刘学英
3月31日：6版《朴槿惠被指控“13宗

罪”》，文中第3栏第2段第1行至第2行“朴
槿惠利用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利”，
“权利”宜作“权力”。

3月24日：12版《张仲亭：一个书法家
的艺术自觉与担当》，文中第2栏第4段第5
行“两旁的包柱上”，“包柱”应为“抱
柱”。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3月31日：13版《曲延铁:救人助人才良

心无愧》，文中第1栏第4段第12行至14行"一
旦发现超限超载、破坏公路、桥函险情、车
辆撒漏 ,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句，“桥函”
应为“桥涵”；第2栏第3段段尾“””应删
去。

3月28日：18版《不忘初心 矢志脱
贫》，文中第2栏第1段第3行至第4行“要努
力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随和、言语上委
婉、行动上热情 '五上 '”句 ,“五上”应为
“四上”。

3月24日：10版《没落尘世的一曲悲
歌》，文中第1段第2行至第3行“在皇太后
族兄王质夫所讲宫中密闻的激发下”句，
“ 密闻”应为“秘闻”。

□临清市热心读者 陈成江
3月30日: 12版《扎根社区成群众贴心

人》，文中第 2栏第 2段第 6行“走街窜
户”，“窜”应为“串”。

3月28日：4版《善于学习身边的“好
典 型 ” 》 ， 文 中 第 1 段 第 2 行 至 第 3 行
“宁阳县交通局局长负责人在座谈会上
讲 了 本 县 出 租 车 司 机 赵 亮 的 故事” ，
“局长负责人”应为“局长”或“负责
人”。

3月 2 5日： 3版《街头艺人的艰辛与
快乐》，文中倒数第 2段第 6行至第 7行
“ 记 者 也 从 知 情 人 口 听 到 了 不 同 的 看
法 ” ， “ 知 情 人 口 ” 应 为 “ 知 情 人 口
中”。

3月 2 4日： 8版《三个山东人上演精
彩一瞬》，文中第 2栏第 4段第 2行至第3
行“冯潇霆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
留 下 了 泪 水 ” ， “ 留 下 ” 应 为 “ 流
下”。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3月29日：12版《周正：潜伏敌占区执

行“死亡任务”》第二栏倒数第3段第5行至
第6行“暗暗望鬼子兵营里瞅”，“望”应
为“往”。

□成武县热心读者 李丙建

□ 本报记者 王召群

不动产统一登记使老百姓办理不动产登记手
续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节省成本。但是，在实际
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居民购买二手房没有办法
过户的“空窗期”。

手续齐全却办不了过户

菏泽市鄄城县居民江新华（化名）就是其中
一位。2016年10月，他在县城买了一套二手房，
所有手续都齐全，但至今仍没有办法过户。

江新华并不是鄄城县本地人，决定购房主要
是考虑到在县城的工作已经稳定，而且孩子面临
着马上要上学的问题。

去年10月，他在县城的一个小区看中了一套
一百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在五十万元左
右。“感觉家里三代人居住正好合适，就付了购
房定金1万元。”

为顺利买下房子，江新华找了当地的一家房
产中介公司来办理房产的相关业务。他说：“去年
10月份签订购房合同后，中介说差不多一个星期
的时间就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了。”

签订购房合同两个多星期后，江新华仍然没
有接到中介公司办理过户的消息。随后，他向中
介公司了解过户的进展情况，但中介公司告诉
他，现在不能办理过户，鄄城县房管局说要等通
知。

江新华很是纳闷，房产证、土地使用证、买
房的无房证明等购房手续都已经齐全，为什么却
不能办理过户呢？为此，他多次到鄄城县房管
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情况。

4月25日，记者采访时他说：“找鄄城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鄄
城县房管局没有给档案。找房管局，房管局的工
作人员说 电 子 档 案 已 经 给 了 不 动 产 登 记 中
心。”

江新华还通过多种渠道反映情况，还拨打了
当地的市长热线。“市长热线工作人员回复说相关
部门正在进行整合，业务不能进行办理。”

6个月时间过去了，房屋至今没能办理过
户。江新华很是着急，给孩子报名上学的时间一
天天近了，没有房子孩子怎么上学？

一家中介待过户交易超过百例

张健（化名）和江新华一样，也面临着买了
二手房，手续齐全却不能过户的问题。因着急住
房，张健直接向房主付了全款，签了一个书面合
同。他说：“心里没有底，房子毕竟还是别人的
名字，说不定哪天房主后悔了，我这个合同有没
有法律效力还不清楚。”

经过调查了解，张健、江新华面临的问题在
鄄城县并不少见。仅为江新华办理业务的房屋中

介公司，就有七八十套房子卡在了过户这一环节
上。

记者走访的鄄城县几家房屋中介公司也存在
这样的情况。某中介公司客户经理徐飞（化名）
告诉记者：“现在二手房都办理不了过户，所有
的材料都已经准备齐全，就只剩下过户这一环节
了。”

徐飞说，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她所在的中
介公司已经积压了超过百户的房屋。“都是等着
办理过户的，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江新华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已经向中介公司
支付了中介费。“现在过不了户，中介费又没办
法要回来。只能等着了。”

徐飞表示，虽然现在县城的二手房不能够过
户，但买房子的人并没有减少。她说：“有购房
需求的，肯定还是要买房子的。有的人着急住
房，我们就先帮着找公证机构进行公证。买方先
把房款给卖方，卖方腾房，买方直接居住。什么
时间可以进行过户了，就什么时间再去办理过
户。”

但购买的房子过不了户，孩子上学就要受到
影响。徐飞说：“这样的情况也挺多，但我们也
没有办法，只能等着。”

过不了户，谁来负责？

4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鄄城县相关部门了
解情况。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是
买卖房屋的材料齐全，就可以进行过户交易。

他说：“县城的房屋情况比较复杂。现在有
几种情况没有办法进行交易。处于棚改规划范围
内的房屋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开发商没有对房屋
所有权进行初始登记的，买了房子的业主也办不
了房产证；县城老旧小区，包括房改房、商品房
都存在不同的情况。对于江新华反映的二手房不
能过户的情况，要明确了解是哪个小区的才能作
出解释。”

对于中介公司反映所有的二手房买卖都无法
进行过户情况。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县城有部
分小区根本就没有进行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没
有办法进行过户交易。“现在，我们不动产登记
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有初始登记的小区重新进行
实地测量，然后建立起数据库，这需要一个过
程。”

他表示，因为不动产登记中心没有房屋的原
始信息，需要房管部门提供原始材料，才能够进
行过户交易。

2016年8月3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
于加快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
要将不动产登记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
等法定职责统一到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并统一行
使，严禁随意拆分，确保不动产登记职责完
整。要做好不动产登记档案资料移交，按照

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政府文件
要求，尽快将原各类不动产登记簿和不动产
登记原始资料等档案资料移交到不动产登记
机构。

鄄城县房管局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2016年8月31日，鄄城县人民政府下发
了《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按照通
告的相关要求，在鄄城县辖区范围内各类不动产
登记业务统一由鄄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原
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的机构停止办理不动产登记
业务。

他告诉记者，房管部门按照相应的要
求，已经将不动产登记电子档案资料移交给
了不动产登记中心。“如果在后续的工作中
出现问题，需要房管部门进行配合的 ,按照
县里的要求，需要怎么配合，我们就怎么配
合。”

业内人士表示，不动产统一登记不是一个简
单的机构设立和职能整合的问题。以房产为例，
涉及到房管、不动产登记中心多个部门之间的组
织结构、业务职能和流程、技术支撑和数据保障
等多方面的衔接问题。

中介公司徐飞说：“像江新华一样购买二手
房的居民不能对房屋进行过户的人很多，这个问
题不仅仅在鄄城县存在。”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为了老百姓办理不动产更
加便捷，但是购买二手房半年无法进行过户，一
件本来更加便捷的事情却变复杂了。

按政策，房管部门停止办理房屋过户，由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

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买卖房屋手续齐全，却过不了户———

二手房过户怎么会有“空窗期”？

□记者 方垒 报道

“10个停车桩，摊贩小车横在那就霸
占了5个，剩下5个车桩都有车了。”“五
一”假期，张先生在济南黑虎泉西路西首
的历下区公共自行车租赁点遇到了无奈的
一幕。“趵突泉东门的还车点可能还在维
护，还不上车，我就骑到这里，没想到
还要再换个点还车。”

“五一”假期，济南城区车水马龙，
游客接踵而至。风靡城市的公共自行车缓
解了道路交通拥堵，引导民众低碳、环保
出行。但是个别人对公共自行车系统不
加爱护，存在占用车桩、破坏车辆等
个别现象，着实令人心寒。“公共自
行车需要公众一起去爱护，也希望公
共自行车租赁点广一些、多一些，让
更 多 市 民 享 受 绿 色 低 碳 出 行 的 快
乐。”市民张先生满怀期望。

被“霸占”的

公共自行车桩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又是一年小麦抽穗的时节。
刚刚结束的春季农业灌溉中，有齐河县

焦 庙 镇 双 庙 屯 村 村 民 向 本 报 编 辑 部 反 映 :
“农业灌溉一度电1元甚至1元多，没有执行
国家电价标准，加重了农民负担。”

农业灌溉是重要的民生议题，群众不满意的
原因在哪儿？4月25日，记者实地进行了调查采
访。

村民———

灌溉电价负担越来越重

地处鲁北平原的齐河县焦庙镇双庙屯村，
有着农业部高产创建的示范方“万亩方”，也有
着多年建设的小农水工程设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双庙屯村有530多口
人，有近2000亩地，31眼灌溉机井。灌溉自然是
村民眼中的大事。

双庙屯村村民房加东说，“我们村跟邻村的
灌溉用电，都是1元甚至1元多一度电。但是，电
表跑得相当快。”

他表示，“6年前，有东、西两眼新机井，

用同样的电机浇地，东边的井浇一亩地要6 . 5
元，西边的井浇则要1 3元，后来有人调了电
表，浇一亩地统一需要十三四元。现在，浇
一亩地需要 2 0 多元钱了，电表怎么越跑越
快？”

此外，房加东认为，村里原来的变压
器、电表、电缆等更换，也都是村民进行集
资，村民的灌溉负担越来越重。

电价负担重，部分村民深有感触。今年4 0
多岁的村民郭健（化名）表示，“我们村灌溉是
1元钱一度电，但为什么有的村是 0 . 5元多一
度电，为什么没有执行统一的电价标准？”

当然，也有村民认为电价合理。“用村里的电
是一度电1元，接私人的电是一度电1 . 2元。”村民
焦梅（化名）表示，自己家在村西头有13亩土地，是
全村仅有的只能接私人电线的地方，浇地用了144
度电，花了170多元，比从前用柴油机浇地便宜多
了。

对于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位70多岁的村民认
为这是机井出水问题引起的。“机井出水量有大、
有小，土地有黑土、白土，导致浇地时间、用电量都
有较大差别。”

郭健说，这些机井大都有八九十米深。“新
打出来的井，四五年后出水就不大行了，出现水
位下降、退水等现象。在一些老井，300米长的
地快浇到地头时，可能就不大上水了。”

供电所———

设施产权不同电价不一样

“我们村现有31眼机井，但还需要再打2眼
井，需要增加变压器等设备。”双庙屯村党支部

书记郭延勇说，这些机井及灌溉设备基本上都是
政府投资建设的。

在焦庙供电所工作了2 6年的吴峰表示，
“现在农业灌溉用电存在两种管理方式，一
是供电设施所有权归供电企业的，即抄表、
服务、收费、单据‘四到户’管理的，会执
行国家明文规定的电价，即不满 1千伏的一
度电0 . 5 6元；二是村委会或个人拥有变压器
及供电设施产权的，变压器损耗、电线损耗
等 由 客 户 承 担 ， 电 价 相 对 来 说 就 会 高 一
些。”

“国家为农民投资安装了灌溉设备，但
后期管理交给了当地政府或村委会，产权自
然归他们，损耗也会由他们承担。”吴峰
说，变压器型号、大小不同，线路远近不
同，电损也会不同。“客户用电量越大，分
摊就会越小。”

吴峰表示，目前焦庙镇尚有 9 0多台产权
归地方政府或村委会的变压器。“变压器本身
的铁损、铜损，还有线路损耗，一度电基本上
能多加 0 . 2元，所以电价在 0 . 7元左右基本正
常。”

郭延勇表示，都是按照 1元钱一度电收
费，这里面有 0 . 6元- 0 . 7元是电价，还有灌溉
设备的管理费、维修费，还有相关人员的出工
费。“一个变压器一个月会有 1 0 0元左右的电
损，平常都会报停，灌溉季来了才报开，节省
损耗。”

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吴峰表示，从供电
企业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供电设施产权划
转，实现收费到井或安装机井磁卡表实现收
费到户，减少损耗支出。“目前，村民生活
用电已经基本实现收费到户。”

水务局———

高效节水灌溉降低水费

作为浇地农民，关心的是浇了多少地、掏了多
少钱，也就是电价、水费。那么，当地村民灌溉价格
是高是低呢？

据齐河县水务局农水股负责人王荣勇介绍，
自2010年开始，齐河县启动实施了小农水重点县
项目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7个年度工
程，建成泵站管道输水灌溉、机井管道输水灌溉、
末级渠道衬砌等各类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受益面
积25 . 96万亩。

他说，“小农水工程项目所在乡镇都成立了用
水协会，每个项目村都设立一个村级分会，每台变
压器配备几名村民，管理约10眼机井，每年每人由
分会发给一定的管理或承包费用。村民利用小农
水工程浇地，灌溉费按一度电1元钱价格收取。其
中，0 . 7元左右作为电费、电损费上缴电力部门，剩
余资金用于承包人的管理费和分会的维修基金，
用电价格村民都能够接受。”

从去年开始，在焦庙镇石门张、辛庄等7个村，
齐河县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管理农田高效节
水灌溉“试点”，水价也是将人工费、维修养护费、
喷灌机轧地补偿费等纳入成本，项目区第一年执
行水价为每立方米0 . 88元。

对于这样的价格，王荣勇认为，试点项目区喷
灌水费平均25元/亩·次，以年灌溉6次计，每亩灌
溉水费150元，较之前的210元/亩·年，直接成本降
低了近30%；年省工1 . 2万个，转移农村劳动力860
人。经测算，项目区年新增综合效益达到197万元，
能够实现“省力、省工、省钱、省心”的良好效果。

灌溉供电设施归供电企业所有的，执行国家规定的电价，

但村委会或个人产权的灌溉设施，电价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

农业灌溉，政策清晰还需要解释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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