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晚报记者 念楼）把原
来的房子卖掉，住进养老公寓或者
养老院，成了时下不少锡城老年人
选择的一种养老方式，而他们的户
口该怎么落？昨从市公安局了解
到，根据一些老年市民的反映和需
求，警方进一步放宽本市无住房老
年人落户限制，对老年户籍人口实
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现在有不少老年人购买养老公
寓入住，但因养老公寓属于商住房，
按照户籍政策是不能办理落户的。
这些老年人入住公寓后，就遇到了一
个烦恼：自己原来的住宅产权房卖掉
了，户口还挂在原地，领取尊老金、办
各种手续，包括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做
核酸检测等，都要和原来的社区联
系，来回奔波相当耗费时间精力，而
且享受不到住所所在地的医疗卫生
社会福利待遇。他们更希望有事情
能在家门口附近办理解决。

警方收到老年市民反映之后，征
求了省、市相关部门意见，决定进一
步放宽本市无住房老年人落户限

制。这里所谓的无住房，并不是说
老年人没有地方居住，而主要是指
没有可以落户的住宅房。市公安局
人口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朱吉轶介
绍，具有无锡市区户籍的60周岁以
上老人，本人及配偶在市区无住宅
房屋的，可以申请在经常居住地（含
租赁房屋、亲属房屋、商用公寓房等
所在地）的社区家庭户登记户口。
江阴市、宜兴市分别在本行政区域
内参照执行。

据了解，新政策可以有效解决本
市老年群体因人户分离原因，在享
受老年人社会性福利、办理社会事
务等方面需要多地往返奔波、存在
诸多困难不便的问题。

那具体该如何申请办理呢？
派出所民警介绍，申请人可以向
实际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请迁入
本人及配偶的户口。提交的材料
包括：本人和配偶在无锡市区无
住房（不含商铺、公寓等非住宅房
屋）证明（江阴市、宜兴市户籍人
口分别提供在江阴市、宜兴市内

的无住房证明）；无住房老人户口
迁移申请表；本人居民户口簿和
居民身份证。派出所受理后，由
社区民警对申请人实际居住情况
进行调查确认。经核实申请人确

实居住在本辖区的，派出所按规
定程序办理户口迁移。经核实申
请人未在本辖区实际居住的，会
告知申请人不符合受理条件，不
予办理户口迁移业务。

卖掉房子住进养老公寓，户口落到哪里——

无住房老人落户政策放宽

本报讯“有了这台机器，办理业务不用到窗
口排队，方便又快捷！”日前，市民王先生在经开区
行政审批中心体验了阶梯水价核定自助服务，不
到5分钟就全部搞定了。从无锡水务集团获悉，
随着水务营商环境新举措出台，首台水务智慧服
务一体机正式上线，为企业和市民带来了一站式
自助服务的便利。

点击屏幕显示页面，上面有多项业务可以选
择，包括过户、阶梯水价核定、报停、注销等，居民
用户只要使用身份证在机箱前侧的区域一刷，就
可以办理相关业务。

“居民就近随时都能办理相关业务。”无锡水
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水务智慧服务一体机涵
盖用户变更过户、阶梯水价核定、多人口二年审
核、用水性质变更、复接申请、居民小区新装开户、
用户报装、报停申请、注销申请、水表校验申请、在
线退款申请共11项居民类业务，以及企业变更过
户、用水性质变更、报停申请、复接申请、用户报
装、户号绑定、注销申请、水表校验申请共8项企
业类业务。此外，还涵盖了自助缴费、打印发票、
投诉咨询功能。服务机7*24小时全天候接收市
民、企业诉求，填补工作时间外服务盲点，在非工
作时间和节假日期间，为市民和企业提供方便快
捷的办事渠道。

据悉，后续无锡水务智慧服务一体机还将在
惠山、梁溪、滨湖、锡山、马山等行政审批中心陆续
上线，进一步提升锡城“获得用水”指数。

（蔡佳/文、摄）

全天候“不打烊”
用水问题通办

首台水务智慧服务
一体机上线

市民张先生在二泉游玩
时发现，现场仅有一块小牌
子介绍，内容简略，外地来锡
的游客若想进一步了解，要
自行搜索。他建议在锡惠公
园、惠山古镇、鼋头渚、梅园、
蠡园等一些知名景区的重要
景点，增设独立的触屏介绍，
提升景区科技感的同时，让
八方来客对无锡的文化特色
和底蕴有更深刻的感知。

张先生还关注到，在太
湖饭店南坡山体上，有个荒
废的高尔夫球场。目前荒地
被用来种植蔬菜，观感较为
杂乱。该场地原来是国际标
准 18 洞球场，有 80 万平方
米，其中水面面
积有 15 万平方
米。他建议，将
这 片 区 域 打 造
成 高 规 格 的 太

湖沿岸湿地，东接管社山，西
连在建的渔港湿地公园，整
合环山河，可以参照杭州西
湖杨公堤修一条风景堤串
联，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陈钰洁）

交通安全、为老服务“提案”引发共鸣

人行道要回归行人专用
家门口应开办老年食堂

无锡“两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连日来，晚报“百姓提案”的征集信箱也愈发热闹，关于交通安全、
为老服务的相关建议引发了市民的强烈共鸣，不少人在来信投稿中，提出了更多的思考和建议。

“道路设置‘人行道’，是
专供人们步行的，但现在市
内的人行道却往往成了机动
车、电瓶车、自行车横冲直撞
的天地”，市民张先生注意
到，市内部分开车族经常在
人行道上“逆向行驶”，对老
人、小孩、步行者的生命安全
造 成 了 威 胁 ，成 为 一 大 隐
患。他建议加强对这方面的
立法、执法，希望主管部门能

够展开专项整治。
家住五爱路康馨苑小区

的孙先生希望地铁能够将建
设时预留的出口向市民开
放。他告诉记者，现在要乘
坐离他家最近的地铁，必需
要过一条马路才有入口，早
晚高峰车流密集，对于小区
里的高龄居民而言存在安全
隐患。如果能够将此前预留
的两个入口开放，将大大方

便周围居民。
退休市民李先生则关注

到了目前公共交通的一些
“盲区”，他提出鸿桥路上现
在一条公交线路都没有，出
门看病很不方便，希望 98路
公交车能够延着鸿桥路向北
走，走梁勤路，向东拐弯，为
愉景湾、南湖苑、愉景花园、
天马苑、金色江南二期、桃源
居六个居民小区提供便利。

交通安全受关注

在此前征集到的“百姓
提案”中，有市民提出希望社
区食堂和老年食堂可以在全
市推广，得到了不少市民的
响应。扬名街道中联社区居
民来稿说，目前居住在老新
村里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建

议把社区办公大楼一楼改成
老年食堂，解决老年人的吃
饭问题，同时，也能给老人们
一个室内活动的场所。

另有家住南湖家园北区
的老人向“百姓提案”栏目反
映，希望在社区内建个社区食

堂或者小菜场，目前物业办公
场所已搬迁，空出了一片场
地，可以为其所用。周新苑小
区的周先生今年 83岁，他表
示，自己料理一日三餐体力跟
不上，也希望有个社区食堂缓
解他的燃眉之急。

老年食堂呼声高

打造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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