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本报 !月 ""日报道了大华
阳城美景苑 #号楼 "$"室搬入一家酒类
销售公司，并给邻居带来不少困扰的消
息。时隔两天，原先住在 "$"室的“居改
非”人员搬离。
据大华阳城美景苑居委会许主任说，

这则消息见报后，引发了小区众多居民对
此事的关注。!月 "%日，居委会就立即与
小区物业、社区民警一起来到 %号楼 "$"

室，向该销售公司人员做工作。一天后，这
些人员在多方监督下，从大华阳城美景苑
%号楼 "$"室彻底搬离。
对此，之前深受其害的邻居万小姐

向热线表达了她的欣喜之情：“他们终
于搬走了，现在没有噪声扰民了。”许主
任也对“夏令热线”促成本次事件的圆
满解决表示了感谢，她称，居民以前也
投诉过好几次，但效果都不大，这次消
息见报后，只用了 " 天时间，这些人就
彻底搬离了小区，困扰居民多时的麻烦
事终于得到解决。 （朱颖婕）

“夏令热线”解决久拖不改问题

“居改非”2天内搬出小区

今日投诉

【新民晚报 市建设交通委 上海广播电视台 联合推出】 责任编辑／吴咏红任湘怡 视觉设计／竹建英

!"#!年 $月 #日 星期三
特别报道 !

"#$

蝉联上海媒体优秀品牌
欢迎拨打 12319 微博@ 夏令热线

短信发送 18918901189 电子邮件xlrx@wxjt.com.cn

吵闹声
持续狂欢到半夜
“知道老外热情，可再这样‘热

情’下去，我真的要神经衰弱了。”
家住南丹东路的吴先生向“夏令热
线”投诉，他所在的天际花园 & 号
楼的一名外籍住户经常在家开派
对，不仅把音乐开得震天响，还大
声唱歌、尖叫、跺脚，狂欢持续到半
夜两三点。
吴先生介绍，老外家住顶层 &

楼，楼顶处有一个大平台。一到周
末，就有很多人在平台上开派对。
到了深夜，他们仍然又唱又跳，音
乐声、酒瓶声此起彼伏。吴先生不
住同一楼层，但深受其扰。

他说，刚开始觉得外国邻居
挺可爱，常骑辆自行车在小区外
锻炼，态度也很和善。“可他们老
是半夜开派对，声音太吵了，根本
没法睡觉，我现在看到他们就很
恼火。”

难交流
除了“hello”就是“no”

吴先生说，小区居民找过物
业，也打过 '($，都没解决办法。有
一次，吴先生带着物业敲开对方房
门，屋里挤了几十个人。“我们边说
边比画，老外先是连声说‘)*++,’，
再就是说‘-,’，叫人拿他没办法。”
吴先生说物业和大部分居民都不
会说英文，和老外很难沟通。

家住平型关路的李女士也有
一肚子苦水。她家隔壁住了几个外
国年轻人，也喜欢半夜狂欢。有时
候凌晨 " 点多，还在楼下骑摩托

车，声音很大；还喜欢在房间里拍
篮球，震得地板咚咚响。“每周都开
周末派对，一会儿来个女士派对，
一会儿换个化装派对。隔三岔五音
乐放到后半夜，虽然关着门，还是
很吵，谁能睡得着啊？”
她曾在半夜拨打 ((.，与民警

一起上门讨说法。一进房门，李女
士就大喊“/+**0！/+**0！（睡觉）”对
方居然一边点头一边说“1 +,2*

3,4（我爱你）”，搞得她哭笑不得。
“我一点都不爱你们，已经开始恨
你们了！每次投诉，他们只会说
‘)*++,’，难道真不懂我的意思吗？”
民警一走，邻居继续狂欢，李女士
气得够呛。

英语信
淡化刺鼻香水味
在采访中不少居民向记者反

映，由于各国文化、生活方式都有
差异，与老外做邻居，烦心事不少。

家住古北国际社区的郭先生
说，他家楼下住了两个比利时人。
打从他们搬进来那天起，楼道里就
飘满了刺鼻的香水味，原来邻居爱
抹浓香水。由于郭先生对香水过
敏，所以每天上下楼时，他经常被
迫屏住呼吸。后来，楼上搬进一家
韩国人，因为主人喜欢吃泡菜，所
以整幢楼都弥漫着蒜味和酸味。

面对这些情况，彼此尊重是前
提，沟通技巧很重要。比如，郭先生
就曾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英文信，
放在邻居的信箱。后来，再遇到比
利时邻居，他发现味道淡了很多。
不过，韩国邻居的问题，他也没法
解决。“毕竟这是人家的生活习惯，
我只有学着适应。”

!专家建议"

出租房屋事先“约法三章”
如何加强对小区老外住户的管

理! 有专家建议"房屋出租给外国人"

社区民警#居委会应有明确的管理职

责$面对居民投诉"居委会#物业等不

应不闻不问"对外籍住户的情况"比如

国籍#人口#信仰等"要心中有数"对症

下药! 在老外们入住时"就预先告知"

约法三章"多向其宣传本地习俗和生

活方式$与房东勤沟通"让房东承担起

责任$物业部门可以写一些英文提示"

贴在楼道里!市民也应带着开放#包容

的心态"多和老外交流"和谐相处。
本报记者 叶薇

当今，与外籍人士为邻小区已随处可见，市民也由惊喜好奇到
习以为常。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差异，邻里间新矛盾逐渐显现———

老外开派对 夜半歌声绕梁
邻居难入眠 无法沟通恼火

老外半夜还在家开派对，跳踢
踏舞，唱摇滚歌曲，不亦乐乎，可苦
了四邻的居民。物业也直叹涉外住
户难管。随着上海国际化程度日益
提高，越来越多外国人与上海人成

了邻居，在一些新式小区，外籍居
民已占一半以上。新的邻里关系带
来诸多新问题。近日，多名市民向
本报“夏令热线”诉说与老外为邻
的烦心事。

! ! ! !无证无序乱设摊，夜间施工噪音扰民，一
直是夏令期间市民投诉最多的焦点、难点问
题，今年，夜公园高分贝扩音设备影响周边居
民休息又成新的投诉热点。今天上午，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陆月星 %见

图&来到“夏令热线”接听现场，与来电市民沟
通交流。

无序设摊
20处投诉焦点基本消除
乱设摊、无证设摊、无序设摊，不仅环境脏

乱让人心烦，是夏季城市烦人噪音制造源，甚
至影响到市民正常的交通出行。陆月星今天在
夏令热线接听现场表示，今年全市无序设摊控
制治理将继续突出城市常态化长效管理，采取
“堵疏结合、因势利导”的治理原则。落实严禁、
严控、控制三类区域差别化管理措施，即市区
主要道路、主要景观区域，严禁乱设摊行为；严
重影响百姓日常生活，实现“严控”管理；对一
些满足周围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设摊行为，进
行“控制”管理，有条件的引摊入室，暂无“入
室”条件的，管理部门将投入更多的管理力量，
加强配套管理，比如，增加垃圾箱筒等设施，城
管早上班、晚下班，实行同步管理。城市管理跟着夏令百姓需求
走，确保周边环境基本整洁、市民出行不受影响、秩序整体有
序。
陆月星透露，今夏市民反映集中的 5.余处无序设摊聚焦

点，已经通过联合整治基本消除。下一步，市绿化市容局将加
强季节性水果摊等问题的疏导和治理。

夜间施工噪声 查处30余起案件
夜间施工噪声扰民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之一。进入高温

季节，施工单位为避高温多进行夜间施工，市民投诉较为集
中。陆月星在夏令热线现场再度明确，根据《上海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城管执法部门对“未经批准
或者未按照要求从事夜间建筑施工，造成噪声污染”的违法行
为将严格实施行政处罚。

陆月星透露，截至今天，已查处夜间施工噪声扰民案件
%.余起，其中包括淮海中路、田林东路、长宁路、万达广场等
市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施工噪音扰民案件。

夜公园高分贝 尝试分类管理
社区夜公园的“噪声扰民”问题，成为今夏市民新的投诉

热点。“公园延长开放时间带来的噪声治理问题十分复杂。”陆
月星透露，市绿化管理部门正在探索对公园实行分类管理，对
商业区、远离居民区的公园，尽可能延长夏季开放时间。而对
处于住宅小区包围之中、紧贴居民楼的社区公园，因地制宜地
制订公园开放时间，倡导市民文明游园。陆月星通过本报夏令
热线，要求公园管理部门加强对延长开放时间后的公园内违
规行为的劝阻。 本报记者 沈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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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网友!矫情的一休哥在微博
中反映，远东大道站残疾人通道
上，自行车、电动车严重占道，让残
疾人甚至一般乘客都感到不便。

记者根据这位网友投诉，日前
来到轨交 5号线远东大道站实地
调查，果然在出站左手方向出口
处，看到有二十几辆非机动车将残

疾人通道入口堵得水泄不通，该通
道形同虚设，一般行人根本无法在
此通行，更别说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了。通道不远处还停放着一排轿

车，将本不宽敞的道路挤占得十分
狭窄，轮椅只能在车辆的夹缝间艰
难“求路”，极为不便。

而另一个方向出口处的残疾
人通道也有类似情况。所以，远东
大道站的 5个无障碍通道竟都是
“障碍重重”。不少乘客反映：“这个
情况已经存在很久了。”
记者找到轨交站相关负责人。

保安值班长解释说，停在无障碍通
道入口处的自行车和助动车都是
乘客上下班使用的，“我们劝说过
的，但没有用”。远东大道站站长冯
先生表示，这个情况的确影响市
容，但目前没发生过残疾人通行不
便的情况，但若发生此类情况，“我
们会提供帮助的”。冯站长还说，乱
停车是因为附近没有正规的非机
动车和机动车的停车位。他承诺，
近期会尽快派人处理这些车辆。
志愿者 朱颖婕 本报记者 吴强

轨交2号线远东大道站出口处各种车辆严重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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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浦东新
区 金 杨 路
%.6 弄 (( 号
楼的居民私
自将小区绿
化带的树木
砍断，只留下
了几截树根，
有的还在墙
上搭起了鸽
棚%见上图&。
记者在该小
区内看到，这
种现象并不
在少数，! 号
楼和 7(号楼
的底楼居民
也将小区绿化
带破坏 %见下

图& 并将天井
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改造。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楼文彪

见习记者
陈梦泽

志愿者
陆翔 孙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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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沈敏岚）7棵高大的香
樟树，树枝越过围墙，已接近居民楼晾衣架，
挡住了窗口阳光和夏季通风，今天上午，黄
浦区牌楼路 58号居民楼楼组长陈阿姨代表
整个楼组给本报夏令热线打来电话，反映一
墙之隔的商务楼绿化失管失养，多年未修剪
的高大树木不仅遮阳挡风，煤污病等病虫害
还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陈阿姨说，他们居住楼是 &层公房，西
面是一幢 ($来层的商务楼，靠围墙有一排
高大香樟树，已有四五层楼高，距离居民楼
很近，高大的树枝越过了围墙，挡在了他们
的窗前，“大树挡在窗前，居民的日常生活
都受到影响，盛夏季节房间闷热不通风，光
线昏暗”，陈阿姨说，除了遮阳挡风，失修失
养的树木病虫害多，有时就直接飞到晾晒
着的衣服上，甚至飞进了房内。

据黄浦区绿化管理部门介绍，这幢商

务楼自建成启用以来，没有业委会、没有物
业公司，由楼内的业主“自扫门前雪”，商务
楼的配套绿化处于失管失养状态，绿化部
门已向商务楼发出了整改通知，要求限时
对树木病虫害进行处理。

今天上午，接到本报夏令热线转来的
市民投诉后，黄浦区绿化部门立刻组织养
护人员，对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香樟树进
行修剪养护。右图为工人正在修剪影响市
民生活的树枝

现场处置

来电投诉（12319）
! 金山区的夏女士 城河路

靠近板桥西路万寿寺前面有建筑
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影响附
近居民休息。

! 普陀区的董女士 中远两
湾城每天夜间有大量夜排档乱设摊
现象，影响市容。

微博投诉（@ 夏令热线）
! ! 小乐的阿 " 龙临路近

罗秀路长桥中学、长桥八村所在路
段，夜间两边停满了大客车小汽车，
有的小区保安公然收费让汽车停在
路边，现只可容纳一辆汽车通行。暑
假期间，诸多大小朋友在路边玩耍
纳凉，这一乱停车现象非常危险。

! ! 不一样的八零后 通北
路 (8!弄弄堂口，有人长期占地开
面馆。下午还出租给别人经营，导致
现在弄堂口又脏又臭。

短信投诉（18918901189）
! 手机尾号 #$%&的市民 铜

川路真北路口的映象戴斯酒店门
口人行道上每天从早到晚停满很
多车辆并且还停在盲道上，影响行
人行走。

! 手机尾号 '##(的市民 南
六公路 99弄一支弄（九九别墅）有
许多违法搭建，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邮件投诉
（xlrx@wxjt.com.cn）

! 静安区的张先生 威海路
89$弄 !5支弄门口有乱停三轮车的
现象，存在安全隐患。

! 虹口区的何先生 水电路
($(#弄沿街的小店污水横流。
志愿者 段雨菲 殷伟平 俞季昊

整理

香樟大树“越过界”隔墙居民无阳光
绿化部门接投诉后今天上午上门修枝

投诉反馈

变与不变 !"年!

现场访谈

! ! ! !超过“三包”期的家
电怎么修？生产企业倒闭
的家电找谁修？网上找
到的家电维修信得过
吗？如今，申城的家庭电
器存量数已高达 78$$万
台，越来越多上海人家
的家电正在进入“老龄
化”。就在家电维修途径
越变越广的同时，市民
希望，“家电看病”能更
加“透明”———

!镜头回放"

电脑罢工
“看病”开销大
“找厂家被拖过了保

修期，找外面修不好也要
钱！”5$$5年 !月 5&日，
家住市光二村的李立向
本报“夏令热线”讲述心
里的“不痛快”：高温天电
脑“罢工”，打电话请厂家
上家里修却被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过了保修期。李
先生一气之下向外面的
“电脑诊所”打听，却发现
开价 6$ :'.. 元不等的
“治疗费”仅针对软件毛
病；要是硬件“生病”了，
“出诊费”加“手术费”再
加换零件的“医药费”，还
都得另掏腰包。

&年之后，上海人家
的“过保”家电和“孤儿”
家电开始有人关心。申城
家电报修一线通平台 5..6年底开通，便
民热线“85568'8'”一年里接听报修电话
'';&万个，其中 6成以上都是超过“三包”
期限的“过保”家电，而报修前三名依次为
彩电、空调、厨卫电器。上海交电家电商
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韩建华介绍，上海人家
普遍家电用得早、用得勤，不少人家修家
电也修得勤。

!现场探访"

九成“售后热线”是假冒
时过境迁，如今上海人家的常用电器

早就“鸟枪换炮”。记者昨天又找到市光
二村的李立家，发现这里已成了他给儿子
结婚的新房。带着记者在房里走一圈，李
立感慨家电变化快、维修渠道多：“现在电
视换 %<了，空调换变频了，电脑儿子想
买‘牛排’了；万一哪个机器出毛病，一个
电话就能预约厂家上门修，不然 ((7或者
网上找找也多得是！”

家电维修真能叫人事事称心吗？据
今年“%·(8”期间上海电子产品维修服务

协会公布的家电服务状况
调查发现：申城消费者对
家电售后服务的整体满意
度超过 9.=，位居全国前
列。不过，协会同时也发出
消费提醒：消费者也要当
心过度承诺、“山寨”维修
等虚假售后。比如，某品牌
空调打出 (. 年包修的口
号，但实际上由于目前家
电产品更新速度快，厂方
能够储备 8年的零配件就
已经很好了，用到 (.年有
没有所需的零配件供应
也很难说。而在网上找海
尔空调、格力空调、三星
冰箱、>? 冰箱、西门子洗
衣机、创维电视等品牌的
维修，竟会跳出 9.. 多万
个所谓“厂方授权”的
“7..”或“6..”开头的“售
后热线”，其中 9.=都是假
冒的。

上海电子产品维修服
务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汪伯
申提醒，目前最常见的欺
诈情况有二：

! 价格欺瞒 正规家
电服务收费分上门费、检
测费和零配件费三项，其
中上门费是定额的，检测
费按不同机型明码标价，
只有零配件费用是按厂家
提供的零配件价格加价
的。但绝大部分的“李鬼”
售后一开口先抛出“不要
上门费”的诱饵，实际上却

在零配件费用上“狮子大开口”。
! 零配件以次换好 有的“李鬼”会偷

梁换柱，借维修之名把好的零件换成差的。

!最新变化"

无证维修最高罚3万元
家住陆家嘴花园的蓝先生，昨天向本

报“夏令热线”爆料：近日来，小区里几乎
家家户户的信箱都塞进了“便民家维通知
单”，单子不仅双面彩印精美，还印上了街
道电话等“公家热线”，不少人信以为真，
幸亏小区物业告知及时：“莫信骗子家电
维修”。
韩建华提醒市民，维修家电要看清对

方资质。今天起，国家《家电维修服务业管
理办法》正式实施，规定维修人员需要“持
证上岗”；明确家电维修经营者和从业人
员不得“虚列、夸大、伪造维修服务项目或
内容”，不得“冒用家电生产者商标或特约
维修标志”，否则最高将处以 %万元罚款。

本报记者 胡晓晶

志愿者 陆翔 任竹青 黄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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