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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延伸]

意见的一大亮点，是针对无户口
人员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落户方案：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
无户口人员。“超生”、非婚生育的，
可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
的户口簿、结婚证或非婚生育说
明，自愿选择随父或随母落户。申
请随父落户的，还需提供亲子鉴定
证明。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
无户口人员。在助产机构内出生
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向该助产
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在助产
机构外出生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
需提供亲子鉴定证明，向拟落户地
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机构
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获得《出生
医学证明》后，再提供父母一方的
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
申请落户。

——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

养无户口人员。当事人可向民政部
门申请按照规定办理收养登记，凭
《收养登记证》、收养人的户口簿申请
落户。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收养法〉的决定》施行前收养子
女未办理收养登记的，当事人可向
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事实收养公证，
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尚未办理户口
登记的，可以凭公证书、收养人户口
簿申请落户。

此外，意见还为被宣告失踪或者
宣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农村地区因
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迁移证件遗失
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
员，以及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
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等规定了
详细的落户政策。这意味着，凡是无
户口人员，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原
因产生的，都要及时为他们依法办理
户口登记。

我国出台户口新政 所有无户口人员均能依法落户

非婚生子女可选择随父或随母落户

“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

可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

险并享受相应待遇。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将积极做好相关政策衔接，

为新登记户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提

供服务和便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农保处处长汪圣

军如是说。

“上学难”一直以来是无户口人

员反映最强烈的难题之一。教育部

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杜柯伟坦言，虽

然国家并未将有户口作为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但实际上

仍有一部分无户口的适龄儿童未能

正常入学就读。

“教育部门将进一步贯彻落实

有关规定，保障新登记户口人员接

受教育的合法权益。”杜柯伟明确表

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全面掌握

辖区内居住的新登记户口和暂无户

口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情

况，立即安排就近入学。必要时，可

以先入学后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此

外，学校需为所有入学的适龄儿童

少年建立学籍和学籍档案，对于新

登记户口、暂无户口学生与其他学

生一视同仁，不得收取任何额外的

费用。 据新华社电

适龄儿童无户口也可先入学

继嫦娥三号成功落月，玉兔号月
球车巡视探测两年后，中国探月工程
传来好消息：嫦娥四号任务已经探月
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正
式开始实施，预计2018年发射。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将在
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展就位和巡视探
测。”中国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国防科
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
忠14日在月球探测载荷创意设计征
集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说。

刘继忠表示，嫦娥四号有望实现
三大“壮举”：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造
访月球背面；首次实现人类航天器在
地月L2点对地月中继通信；为科学
工作者提供月球背面空间科学研究
平台，获得一批重大的原创性科学研
究成果。

2015年初，中国向国际社会发
布了科学载荷合作意向书，与近十个
有参与意向的国家或航天组织取得
了联系，有望在嫦娥四号上搭载1至
2台国际载荷。

针对嫦娥四号和月球探测后续

任务，国防科工局提出：力争开放部
分资源，搭载由公众创意设计的载
荷，并向公众演示载荷工作情况。
这一提议得到了教育部、中科院、共
青团中央和中国科协等单位的一致
赞同。

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大、中学生和
科技爱好者，征集创新性突出、科普
效果好，可在着陆器、巡视器和中继
卫星上用于探测活动、科学实验或技
术试验的载荷创意。

“公众可以大胆创意设计。优胜
方案将由有资质的单位研制，搭载在
嫦娥四号上，飞向遥远的深空。其他
优秀方案将被纳入数据库，供后续任
务参考选用。”刘继忠说。

参赛者需在活动截止日期（2016
年3月31日）前提交纸质版或电子版
创意设计建议书。预计5月底经专
家委员会评审，遴选出优胜者。

刘继忠介绍说，嫦娥三号着陆器
目前仍在月开展科学探测并向地面
回传数据。嫦娥五号任务进展顺利，
已进入正样研制阶段。 据新华社电

嫦娥四号征集载荷创意
2018年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黑户”问题由来已久，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盲点”。
国务院办公厅14日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
口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
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的户口登记问题。

婚前检查是为了婚后生活更幸
福。然而日前，河南永城市一对年轻
夫妇到医院做婚前检查，女子被查出
疑似艾滋病，丈夫因不知情受到感染，
将婚检医院告上法庭，引发舆论热议。

“爱人不说医院也不说，
就只能等着被感染？”

2015年3月，相识不到两个月的
小叶和小新在永城市民政局办理了
结婚登记手续，随后二人就来到永城
市妇幼保健医院进行婚检。

“我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医生表
示体检结果一切正常，但是我爱人却
抽了三次血，我问医生，是不是有什
么情况，医生说‘没事，就是血脂稠’，
后来还把她单独叫走了。”小新回忆
说，最终医生没有提供婚检报告，只
是口头告知“一切正常”。

小新说，婚检结束后，在小新询
问下，妻子并没有说什么，但像闹别
扭似的开始疏远他，直到一个月后一
起出去打工才愿意跟他同房。

婚检三个月后，小叶有一天告诉
他，自己刚刚接到当地疾控中心电话
确诊为艾滋病。于是夫妻一起回到永
城检查，小新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

小新说，他并不怪妻子的隐瞒，
如果她之前告诉他疑似感染艾滋病，
但最后不是，那肯定影响夫妻感情；
而且医院告诉她最多两周出结果，后
来过了一个月都没消息，她以为没事
了，才和自己同房。

但他对医院的隐瞒不能理解：
“是不是如果我爱人不说，医院、疾控
中心这些知道情况的机构也都不提
醒我，我就只能等着被感染？”

在被确认感染后，小新将永城市
妇幼保健医院告上了法庭，认为医院对
其隐瞒妻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

隐私权、知情权
谁更重要？

记者发现，根据法律规定，婚检
医师没有将小叶疑似感染艾滋病病
毒告诉其丈夫，并无不妥。

《艾滋病防治条例》条例规定，未
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
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
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这项规定的目的为了保障艾滋病人
的隐私权。

而母婴保健法规定，经婚前医学
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
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男
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而
对患艾滋病等“指定传染病”在传染
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
未提及“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

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计划生育
病房主任吴霞说，一般情况下，新婚
夫妇在医院进行婚检，夫妻一方被检
查出艾滋病时，医院并没有告知另一
方的义务，因为这是患者的隐私。

但不少法律工作者有不同看
法。北京市律协人大政协联络委员
会副主任王集金认为，当个人隐私威
胁到他人生命健康时，对隐私权的保
护必须让位于生命健康权；法律要保
护的权利往往不止一种，当数种权利
之间产生冲突时，应按照权利的重要
性来决定应当优先保护的权利。

“女方同意双方去医院做婚检，
表明婚检的内容对双方都不是隐私，
男方对婚检结果有知情权，女方也有
知情权，尤其涉及到生命健康权时，
女方的隐私应无条件让位。”他说。

据新华社电

婚检“善意隐瞒”致男子染艾滋
隐私权、知情权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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