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不完的!楼上楼"

#病症$!发育"别墅没动静

本报 !!月 "#日曾报道徐汇区桂平路 $%#

弄的梅园别墅和 $%$ 弄的桃源清水居共 &!

幢别墅，有 '#(搭建违法建筑，不是这里“胖”
了一圈，就是那里“高”了一截，这里的别墅好
似“发育”一般。!详见 !!月 "#日本报 $!%社

会新闻版""#多幢别墅圈道占绿搭违建#$

近日，记者前往该小区回访，发现报道中
曾提及的几幢违建别墅依旧“岿然不动”。)号
楼的业主依然“我行我素”：在院子里雇佣工
人大兴土木，开塘造房，昼夜施工。“业主付我
们工钱让我们造，我们就做工，别的不管！”一
名师傅告诉记者，他们正日以继日地“赶工”。
“别墅小区里谁不这里搭点那里造点的，有什
么奇怪的！”

#处方$执法杜绝!灯下黑"

别墅区历来是违法建筑的重灾区，这是
记者多次采访违法建筑后得出的结论。不少
业主认为自己买下别墅，“怎么搞都是自己
的”。本报也曾报道闵行区有的业主甚至不惜
代价，将原有建筑推倒重建，生生将别墅风貌
完全改变，搭出 "层，酷似“德库拉城堡”。在
闵行区拆违办的督办和约谈下，该业主最终
迫于压力自行整改。事例表明，若相关部门强
势查处，依规办事，违法建筑并不那么难拆。

一头是老百姓的呼声，另一头是部分搭
违业主的强硬态度，执法部门似乎还“缺口
气”。对此，!$"!'城建热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违法建筑的“症结”很多，别墅区拆违的难
点在于，业主往往“非富即贵”，执法部门束手
无策，甚至可能“法不责众”。实际上，该小区
"#户违法建筑绝非一日之功，市民多次举报，
执法部门也前往现场查勘，当看到别处存有
的违法建筑问题时，是积极应对依法处置，还
是“灯下黑”？这两种态度将导致完全不同的
结果，这恐怕是值得拆违部门深思的问题。

通不了的!断头路"

#病症$马路成免费停车场

本报记者曾实地探访两条典型断头路：
中山西路柳州路和华江路。!详见本报 !#月

!!日 $&民生调查版%有路走不通 苦& 打通

断头路 难' #$前者因地理环境，当初建成时
属周边配套项目，原本就与北侧的柳州路不
相通；华江路则因“卡”在拓宽工程的审批环
节，又恰逢闵行和嘉定两区交接处，立项 %年
也未见动工，周边环境脏乱，路两侧成了外来
人口的“蜗居”处。

近日记者前往实地回访时了解到，区区
通道路华江路工程施工许可证获批，闵行段
工程正式开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山
西路柳州路依旧走不通。道路两旁继续沦为
周边写字楼、商务楼以及附近居民小区的私
家车免费停车场。如果要绕过这段断头路抵
达柳州路北段，则需步行 $#分钟。记者采访
徐汇区建交委综合科相关负责人，他也只能
摇摇头：“柳州路的改造通不过环评，所以无
法立项；它也不符合建设标准，架桥和造隧道
的方案都考虑过，但都行不通。”

#处方$部门对接跨前一步

针对阻碍市民出行的断头路问题，市热
线办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少
断头路或都有其“历史原因”，但政府部门不
能以此为由不作为。拟定方案打通断头路，即
便暂时不能走通，也要加强管理，避免沦为
“停车场”和“垃圾堆场”。“若断头路在区内，
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协作，这不是规土或交通
等单个部门费心的事情。”该负责人坦言，如
各自为战，那必然缺乏“战斗力”，只有拧成一
股绳，才能形成合力出效率。

对于跨区断头路，各区往往习惯划分“楚

河汉界”后各自开工。其实，这阻碍了有效沟
通的渠道，又容易导致互相推诿、责怪、扯皮
的现象。该负责人表示，无论在区内还是区
外，都应携力推进，跨前一步主动沟通、合作，
部门间做好对接，区与区做好联动，劲往一处
使，那么打通断头路也指日可待。

赶不走的棋牌室

#病症$棋牌室常驻居民楼

今年 )月，本报曾连续报道居民楼内无
证棋牌室扰民。其中，一对九旬老人被楼下的
棋牌室逼得有家难回，被迫搬离住了几十年
的老房子，让人愤愤不平。深夜的喧哗，熏人
的烟味让周围邻居苦不堪言，相关投诉量一
直居高不下，问题难以根治。

#处方$协力调查取证执法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部门管理棋牌室。
$##)年起，棋牌室纳入文化娱乐场所管理，由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局负责审批发证、日常
监察等。记者致电上海市文化执法总队 !$"!*

举报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证实棋牌室确
实无证经营，会要求其补办。若其不符合办证
条件，会根据实际情况看怎么处理。

无论是无证经营，还是“居改非”，要想整
治都必须证明这些棋牌室对外收费营业，可
取证并不容易。由于牌客大多是街坊邻居，每
当检查人员上门调查时，老板和牌客总是默
契地说，他们是熟人一起“小来来”，不给钱。
此外，这些棋牌室往往规模较小，不需要特别

装修和陈设，外部也没店招门面。例如本报曾
报道的四平路瑞康里内的棋牌室，居委干部
称，他们此前和社区民警上门走访时，对方就
表示只是朋友来打牌。但当记者以居民身份
上门打听时，却了解到每人收取 !#元台费。

关于居民楼棋牌室的投诉，最终能盼来
整改取缔的案例只占一小部分，许多投诉最
终都只能视作噪音扰民，由民警上门对其处
以警告，可警告的威慑力治标不治本，风头一
过，扰民依旧。除了警告，居委会调解也是常
见的处理方式，然而居委调解的力度不够，作
用有限，收效同样不理想。

如何才能治好老百姓的这块心病？必须
文化、工商、房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齐心协力，
尽力调查取证。一旦出现“踢皮球”或敷衍了
事，处理便会陷入僵局。有居民建议，如果是
租户在屋内开棋牌室，能否制定相关的法规，
明确房东的责任。请房东出面管一管，通过限
制租赁来起到威慑作用，“房东不能只管收租
金，也应该负起责任。”

砌不上的承重墙

#病症$敲墙容易恢复无期

记者在 !$"!'城建热线看到，今年来共
接到“敲毁承重墙”投诉 !)##多件，彻底解决
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如何恢复被敲毁的承重
墙，对很多受害居民来说，仿佛是一件“难以
完成的任务”。

本报今年 *月曾报道，普陀区中海紫御
豪庭一业主竟将复式楼房的部分隔层敲毁，

破坏承重结构。虽然物业发出了《整改通知
书》，普陀区房管局也将房屋加入“黑名单”，
对其交易冻结，但如何恢复被敲毁的承重结
构，仍是遥遥无期。

#处方$确保执法到位有效

“喊停交易”，不怕；“巨额罚款”，没用！百
姓的“居住安全”到底还能靠啥来保障呢？市
房管局物业处工作人员表示，“强制恢复承重
墙”碰上的最大问题是“进门难”，因涉及个人
财产，只要违法业主“扎紧篱笆”，执法就不能
越雷池半步。

为能破解“一堵墙”的执法尴尬，房管部
门也是动足脑筋。今年 )月，推出了一项新举
措，将对敲毁承重墙又拒绝恢复的业主，尝试
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从责令整改开始计算，
如 '#天左右时间还不及时恢复承重墙，违法
业主的不良行为有可能被计入“个人征信系
统”。市建管委城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已将“承重墙”执法难作为重点课题加以调
研。同时，启动“严厉的问责制度”是确保“执
法到位，执法必严”的最有效手段，对于执法
部门必须让其承担由不作为而造成“危害公
共安全”的连带责任甚至主要责任，“倒逼”其
主动作为、敢于作为。

治不好的!居改非"

#病症$住宅楼几成商务楼

作为城市管理中另一个的“老大难”问
题，“居改非”现象一直饱受市民诟病，管理部
门对此也十分头疼。今年 *月 !$日，本报社
会新闻版曾刊发《六成“居改非”住宅楼变
“商务楼”》一文，反映闵行区碧泉路 ")弄 !

号金霄大厦内，约 )#(的业主将房屋出租给
外来公司，用作办公场地，严重影响了其他居
民的日常生活。

记者日前现场回访，发现 $*层高的居民
楼内，各类商户依然遍地开花。据居民忻女士
介绍，本报对大楼的“居改非”乱象报道后，大
厦物业和房管部门曾在楼道内张贴告示，责
令入驻企业、商家尽快搬离，否则将依法整
治，但时至今日，主动撤离的仅有十多家，“居
改非”在整栋楼内仍占据“半壁江山”。

#处方$综合整治坚决查处

据了解，根据 $#!!年 & 月 ! 日实施的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业主、使用人应
当按照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
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物业，不得擅自改变物
业使用性质。业主、使用人违反本规定，擅自
改变物业使用性质的，由区、县房屋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既然整治“居改非”有规可依，为何乱象
依旧？莘庄镇房管办一名负责人坦言，金霄大
厦内的“居改非”现象由来已久，且随着时间
推移愈演愈烈，自 $##!年起，他们多次开展
整治，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面临四大
难题：一是调查取证难，认定“居改非”必须以
事实为依据，但执法人员上门时，往往被商户
拒之门外，无法顺利取证；二是认定依据难，
不少业主在家自己开公司或淘宝店，声称“居
家办公”，并不违规；三是联合整治难，整治
“居改非”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但各部门之
间缺乏联动，导致执法力量受限；四是长效管
理难，金霄大厦由于邻近轨交站，交通便利，
租金相比于写字楼更便宜，因此成为租户眼
中的“香饽饽”，整治过后容易卷土重来。

为扭转这一尴尬局面，闵行区政府已成
立由综治、市场监督、税务、公安、房管及小区
物业、居委会等部门（单位）组成的综合治理工
作小组，将整治金霄大厦“居改非”现象列为明
年的重点工作，通过各部门间联勤联动，坚决
查处严重扰民、影响恶劣且拒不改正的“居改
非”经营户，还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徐驰 曹文清 房浩 屠仕超

那些萦绕市民心头难解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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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年终回访：阿拉盘盘这点事
读者之声

!

“拆违”“断头路”“居改非”“棋牌室”“承重墙”!!这些是这一年记者在采访
过程中反复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好似打在居民心头的“结”，困扰多时，却解决
无果。这些问题为何屡次曝光，却始终不能解决？究竟是没法可循，还是疏于管
理？对此市民希望政府部门能完善法规，严加管理，让老大难问题不再萦绕心头。

针对这些好似无法治愈的顽疾，记者一一回访，探出“病症”，列出“处方”，希
望能给相关部门在城市管理上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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