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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信访办扎实做好百姓接访服务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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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起
信访积案群众评价仍然不满意

“为了一张 《出生医学证明》， 我
足足奔波了三年 ， 家里的特殊情况 ，
无法提供相关要件， 我也很无奈。” 卢
久建面对信访部门的相关满意度回访，
气愤地答复了 “不满意”。 也正是这个
“不满意”， 让这个陈年信访件再次引
起了密云信访办工作人员的极大重视。

密 云 区 信 访 办 主 任 李 国 良 说 ，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真实的
社情民意， 是反映党委政府工作的一
面镜子。 群众不满意， 说明我们工作
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这就要求我们刨
根问底儿 。” 于是 ， 带着 “怎么不满
意” “哪里不满意” 的疑问， 密云信
访办的相关工作人员， 决定重新梳理
群众的信访诉求。

2004年 ， 卢久建17岁的女儿谎称
已成年， 并非婚生子， 有了现在的外
孙小明， 因为种种原因， 当时没有办
理 《出生医学证明》。 直到2018年， 卢
久建在为外孙迁移户口时需用此证明，
才想起来重新申请办理。 但此时， 小
明的妈妈 （也就是卢久建唯一的女儿）
已于2013年因病离世了。 孩子父亲也
始终不知所踪， 于是， 这份只有审验
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原件并留存复
印件后方可签发的 《出生医学证明》，
迟迟无法办理。

“从2018年起 ， 我就一直为了这
份 《出生医学证明》 而奔波。” 说起过
往， 卢久建满眼辛酸泪。 “女儿因为
非婚生子和感情问题患上了严重的抑
郁症， 最终离世， 我几乎是一个人把
外孙带大的 。” 卢久建说 ， 失去女儿
后 ， 外孙成了她勇敢面对生活动力 。
2018年， 对生活重拾希望的卢久建想
带着外孙迁户至小城市生活， 却被一
张 “出生医学证明” 拦住了脚步。

回忆这三年办证路的艰辛，卢久建
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少次医院，去了多少
次相关部门， 梳理了厚厚的各种资料，
但一次次递交申请，一次次被驳回。 一
次次信访，一次次被回复：“无法办理”。

2020年12月，卢久建把信访诉求写
到了国家网信办，再次表达对信访处理
结果的“不满意”，于是，这个陈年信访
件又一次被派回到密云区信访办。

追 访
责任单位依法依规办事没毛病

据了解， 卢久建曾于2018年2月8
日， 就到原密云区卫生计生委咨询过
为外孙子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 事宜，
相关部门根据规定， 也给出了明确答
复———卢久建外孙的 《出生医学证明》
目前不能办理。

为什么卢久建不能为外孙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 根据 《国卫妇幼发
〔2013〕 52号 》 文件附件2 《新版 〈出
生医学证明〉 （第五版）首次签发情形
与要求》中规定：签发机构审验新生儿
父母有效身份证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后，
按照 《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
内容签发， 如领证人不是新生儿母亲，
还需提供新生儿母亲签字的委托书以
及领证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对于新
生儿母亲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与住院分
娩登记的产妇姓名等相关信息不一致
的， 领证人应当提供户口登记机关的
相关证明， 必要时应当提供法定鉴定
机构有关亲子鉴定的证明。

《出生医学证明》 是人生的第一
证， 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能证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出生人口出生
时的健康及自然状况， 证明出生人口
的血亲关系， 作为新生儿获得国籍的
医学依据和户籍登记机关进行出生人
口登记的医学依据， 也是新生儿依法
获得保健服务的凭证， 该证明将伴随
一个人的终生， 入托、 入学、 出国留
学、 旅游签证等都会用到它。 密云区
卫生健 康 委 员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文件明确规定了不能提供孩子父、 母
亲有效身份证件或亲子证明的， 就不
能为其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

事实上， 考虑到卢久建作为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 所面临的困难比其他
家庭更多， 密云区相关承办部门将此
问题反馈给主管北京市 《出生医学证

明》 的北京市妇幼保健院。 但经市级
论证后给予回复： 因卢久建所提供户
口本和女儿分娩时医院病历信息不符，
且女儿已离世不能提供亲子证明文件，
无法证实现在需办理医学证明的外孙
与当年出生的新生儿为同一人， 根据
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 现行规定， 卢
久建外孙 《出生医学证明》 不能办理。

几年来， 卢久建先后多次拨打非
紧急救助热线反映同一问题， 密云区
医院、 区卫生健康委根据 《出生医学
证明》 办理规定做出相同答复。 “虽
然该答复看似缺少人情味， 但责任单
位公事公办， 依法依规， 严格落实相
关法律法规， 没有任何毛病。”

突 破
信访部门“有解思维”找出路

面对依法依规的答复结果，卢久建
的无奈闷在心里，无处宣泄，就如同这
件事一样，没有出路。 接下来该怎么办？
外孙小明没有出生证， 户口不迁了吗？
近在咫尺的美好生活要暂停一下吗？

密云区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可不这
么认为， 李国良说， “面对前进路上
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要勇于破题、 善
于解题 ， 善用 ‘有解思维 ’， 瞄准症
结， 多想办法， 总能在办法中找到出
路。” 为此， 接访工作人员根据卢久建
实际情况与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 的
相对应的法律法规 ， 进行逐条破解 。
他们请北京市信访办网信处帮助协调，
网信处齐天楚副处长多次联系北京市
卫健委， 并与信访人卢久建多次通话，
在详细了解案情及后， 最终提出了一
个用 “完善的闭环无缝衔接的证据
链”， 作为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 的依
据和支持。 该方案经过逐级上报审核，
最终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同意。

随后， 如何论证这个证据链的完
整性， 还需要相关部门讨论和专业律
师的司法支持。 2021年8月11日， 北京
市卫健委、 市信访办、 密云区卫健委、
区信访办、 区医院以及当事人， 多方
开会研判闭环证据链。 就卢久建实际
情况而言， 要论证外祖母与外孙之间

的血亲关系， 需要出具专业机构的血
亲关系鉴定书， 要证明外孙小明系其
过世母亲所生， 还要出具卢久建有且
只有一女的户籍证明。 最终， 论证后
的方案需要卢久建提供15份相关材料，
并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

“有了这个解决方案， 事情才算
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出路。” 接下来就是
各部门出具证明材料。 标准必须是红
头加盖章的正式文件。 卢某某户籍地
在黑龙江省， 需要当地卫健部门 、 公
安部门以及所在街道居委会出具证明
材料。 密云区信访办工作人员手把手
指导卢某某去相关部门开具证明， 各
种电话沟通不计其数， 总体情况还是
可以概括为———在要为群众办实事的
旗帜指引下一路绿灯。

最终， 在坚持 “不为困难找借口、
多为成功想办法” 的 “有解思维” 作
用下， 密云区信访办工作人员带着卢
某某和那一摞厚厚的相关材料， 再一
次走进密云区医院， 申请开具这份迟
到了16年的 《出生医学证明》， 这一次
她没有空手而回。

结局
三年持续跟进终于破解难题

如今已是退休年纪的卢久建， 还
要继续工作， 养活未成年的外孙， 拥
抱未来的美好生活 。 看着手中外孙的
《出生医学证明》， 卢久建眼睛里依然
充满希望， 她说， “真的要感谢这一
路为我想办法， 解决问题的每一个人。
这让我看到冷冰冰的法律面前， 也有
浓浓的人情味。”

事实上 ， 得知解决方案的时候 ，
卢久建就特意制作了一面绣着 “人民
好信访 ， 为民办实事 ” 字样的锦旗 ，
送到了密云区信访办， 她一再地表示
感谢， 而接过锦旗的密云信访干部则
既欣慰又深感责任重大。

不久前， 卢久建终于以外祖母的
身份 ， 拿到了小明的 《出生医学证
明》， 这份持续三年的信访诉求， 终于
有了圆满结局， 这让密云区信访办的
工作人员， 也如释重负。

不久前， 北京市民卢久建终于以外祖母的身份， 帮助16岁的外孙
“小明” （化名） 拿到了那张 “迟到” 的 《出生医学证明》， 她小心呵护
着手里的证件， 嘴里不停地表达感谢。 卢久建说： “真要感谢这一路为
我想办法， 解决问题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密云区信访办的工作人员， 这
让我看到冷冰冰的法律面前， 也有浓浓的人情味。”

至此， 这份持续三年之久的信访诉求， 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一份迟到了16年的出生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