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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通讯员 王振英 刘子烨 记
者 江跃中）来沪人员办理公积金转移手
续将更加方便，这是民革金山区委的一份
社情民意促成的新举措。按国家政策，公
积金可以跨省转移，手续并不复杂，但在
实际操作时，却存在很大困难。
以往流动人员跨省转移时，常为四金

的转移而烦恼。如今，随着上海政策的开
放，社保跨省转移已不成问题，但在公积
金转移的对接上依然存在问题。
据民革金山区委反映，某浙江户籍人

士入沪工作，去办理转移公积金手续时。
上海按政策出具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证
明》，证明中提供了他在上海单位的公积
金账号，而当该人士回浙江办理转移手
续时，对方却不承认该证明格式，要求接
入方（上海）提供《住房公积金转移开户确
认单》。双方各执一词，导致公积金无法实

现转移。
民革金山区委调研后发现，大部分省

市沿用的是《住房公积金转移开户确认
单》格式，该种表格对接收方银行指定开
户行与账户比较清晰，而上海的《住房公
积金缴存证明》较为含糊，只能证明在上海
有开户。
民革金山区委递交社情民意信息，建

议统一住房公积金转移手续的相关表格，
方便人们办理。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收到由
市政协转送的这份建议后，派专人与社情
民意信息的撰稿人联系，经过协调，决定采
用“先套用浙江省的格式，审核后上海方给
予盖章”的方式，解决浙籍人士公积金跨
省转移的问题。

管理中心还表示，将进一步科学规
范该项工作，为住房公积金跨省转移提
供便利。

老人身后财产托付
一个 !"岁的老人，名义上有儿女，实际

上互不来往已数十年，居委会跨前一步，为老
人养老送终。老人立下遗嘱，将自己百年之后
财产托付给居委会。如何解决社区与老人“身
后事”相关的法律问题？记者从浦东新区了解
到，作为上海基层政府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
一个试点，沪上首家社区公募基金落户洋泾
街道。

"#$%年 &月 !日傍晚 &时 '#分，!"岁
的陈冲老人离开了人世。得知噩耗，南码头路
街道六里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素兰马上召
集居委干部，为老人处理了包括追悼会、落葬
等全部身后事。老人并非孤老，为何都由居委
会来负责？

原来，"#((年 %月，陈素兰在工作中，她
了解到小区里居住了一个“性格古怪”的老
人。老人名叫陈冲，妻子早年带着儿子离开了
上海，从上世纪 )#年代起，就再也没有联系
过。居委会帮他在两家公开发行的日报上刊
登寻人启事，寻找儿女，却始终没有回音。所
以最后只好由居委会来照顾他。

"#(%年，陈冲老人立下遗嘱，去世后的
一切事宜全权委托居委会操办，财产 !现金

!!"#$万元"存款 %##&元#以及一套住房$剩
余部分捐献国家。陈老伯去世后，居委会用老
人的遗产，为他在奉贤购买了墓地，并为老人
刊登了讣告。

陈素兰告诉记者：“陈老伯是个热心人，
四川地震他捐过 &###元。"#(%年‘浦东一日
捐’的时候，我们以他的名义捐出了 "*%万余

元，剩下的准备两年后再全部捐献，因为遗产
纠纷有两年的民事诉讼期。”而老人房子该如
何解决，成为最大难题。

专业机构服务社区
记者了解到，像陈冲老人的情况并非个

案。仅在南码头路街道，就曾有过先例。"##+
年 )月 ('日，)(岁的王阿兰老人过世，给临
沂一村居委会留下一套房子。
由于居委会是一个民选机构，并不具备

法人资格，接受老人百年后的房子，名不正言
不顺。南码头社区党工委书记张立新有一个
建议：“我们设想有一个专业的民非组织，与
老人签约，明确提供服务内容；老人百年后的
房产由该组织管理，进行市场运作，增值部分
重新投入社区为老服务事业。”
和南码头路街道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浦

东洋泾街道，一个社区公募基金近日已“开花
结果”。洋泾社区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诸昳介绍，
全世界有 (+##多家社区基金会，不过在国内，
这种立足本地需求的社区基金会还屈指可数。
社区基金会筹集到的非定向资金一般通

过类似项目招投标的方式，由获选的社会组
织用在受众身上。现在基层社区日益面临各
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青少年、老人、外来
人员等，这都需要成立一个社区基金会，探索
解决方案。“以联合捐的 ,#多万元为例，到账
后我们首先会完成捐助人的定向捐赠要求。剩
下的钱则向社会组织开放，从中选择合格的
项目进行资助。”诸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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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身后财产捐居委谁来操办!

沪上首家社区公募基金落户浦东洋泾街道

! ! ! !民革金山区委一份社情
民意促成工作转变

公积金跨省转沪
手续有望更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