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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离职多日无人打扫 水霞小区!"#户居民叫苦不迭

危险的“亲密接触”何时休？
两幢违法建筑合围高压电线塔

上海发布二次供水
设施防冻保温细则

补好年初!寒潮"中暴露的!短板"

! ! !

! ! 小区没人打扫卫
生垃圾遍地
“你们快来看呀，我们这个小区

很长时间没有打扫卫生了，脏乱差
得很。”前天上午，水霞小区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居民一拨通“夏令热
线”就直叹“实在受不了了”。
记者随即赶往小区采访，从仙

霞路 %&'号一进门就被“吓”了一
跳———正对门口的垃圾房边上停着
一辆小车，小车底盘离地面只有三
厘米左右高。记者一开始还以为这
是“超低底盘”的汽车，但走近一看，
车子四个轮子都瘪了，轮毂向外斜
着，几乎直接落在水泥地板，车子与
道牙空隙处，积满的落叶几乎与道
牙齐高。
车旁草地上插着的牌子虽然醒

目提醒：“此处不准堆放树枝等杂
物。”但是，旁边却散乱放着木架、席
子、沙发垫等废旧物品。“脏了，乱
了，没人管了。”一位经过这里的居
民直言，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清洁工

打扫卫生了，随即快步走出小区。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这个地方

外，小区 '号至 !(号的门洞口，几
乎都可以见到废旧的纸屑；绿化带
里，也遍布着废旧塑料袋、木杆、竹
竿、食品袋、卫生纸、玻璃渣、水泥筒
等杂物垃圾。不过，除了 '至 !(号
区域外，其他区域却比较干净。
“别说那些了，就是蚊子，也够

你受的了。”小区门卫房里，一位保
安得知记者采访意图后，马上卷起
了裤腿，“你看，都是被蚊子咬的”，
说着就指了指旁边围墙下的绿化，
“好久没有修剪了，好久没打药水
了，里面藏着不少蚊子”。

仙霞物业今天调
派人员保洁
与一般小区里保安归物业公司

管理不一样的是，记者询问保安人
员时，对方介绍靠近门口的几幢房
子归仙霞物业管理时，又称他们不
属仙霞物业管理。“管这个小区的物
业公司多啦”，保安笑着要记者去找
仙霞居委会和仙霞物业了解情况。
如保安所说，记者采访仙霞居委

会和仙霞物业了解到，水霞小区是一
个由多层住宅、高层住宅和低层别墅
组成的“混合小区”，居住着 !$""多
户居民，因历史原因，管理小区的物
业公司不但有仙霞物业，还有遵义物
业、大楼物业和纺原物业———这，还
是曾经“调整”后的结果。

仙霞物业管理员庄卫国介绍，
公司在水霞小区服务的居民有 '""

户，具体服务包括房屋维修、保洁和
保安。但是，对居住在 '至 !(号门
洞的 )*+户居民，仙霞物业只提供

房屋维修服务。这一区域的保洁任
务曾经落在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身
上。仙霞居委会支部书记曹辉介绍，
这是居委会十多年前请来的“临时
工”，每月的保洁收入只有 *""来
元。
这 *""来元就来自 )*"户居民

按 (,%元-户-月标准交的“保洁费”。
而这 (,%元-户-月的标准，还是曹辉
!+)!年上任后，在没有物业公司愿
意按这一“保洁费”标准提供保洁服
务的情况下，向楼组长和业主咨询
后，才从原来 .,%元-户-月的标准增
加而来。
曹辉坦言，包括在物业费范围

内的“保洁费”标准，应该由物业和
业委会决定，居委会出面来提高“保
洁费”标准，责任不清职权不清，当
初那样做系不得已而为之。但出乎

居委会意料的是，即使是这样标准
的“保洁费”，每月也只能收到七成
左右。
而在 $月 !%日，这位外来务工

人员不干了，走了。虽然，他提前向
居委会提出后，居委会和仙霞物业
多方物色找来了几个人，但是，面对
每月 *++元和一间免费的地下室的
“待遇”，他们都走了。

“十多年前，*++元的收入算不
上高，也低不到哪去；一间免费的地
下室住房也能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
一个‘落脚点’，那样的条件对他们
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现在不一
样了。”曹辉叹了口气，“现在一个月
*++元算什么？免费地下室还有吸
引力吗？”
尽管如此，曹辉和庄卫国还是

表示，会尽力继续寻找清洁工。仙霞
物业总经理董德顺也表示，即使找
不到新的清洁工，也会抽调清洁工
过来“支援”。记者今天发稿时接到
曹辉的来电告知，昨天他们已将垃
圾全部清扫掉。小区居民则希望，这
次清运不是“临时”的。

本报通讯员 罗水元

本报记者 裘颖琼

! ! ! !今年年初，上海地区遭遇 .+多
年来最强的寒潮，让众多小区的水
箱冰冻、水管漏水、水表冻裂。针对
寒潮期间暴露出的不足，市水务局
会同市住建委、城投水务集团、浦东
建筑设计研究院和相关企业等，今
天正式公布《上海市居民住宅二次
供水设施改造工程技术标准防冻保
温细则》，对本市正在推进的二次供
水设施改造工程中的防冻保温措施
进一步规范、细化。
《防冻保温细则》分八个部分，

主要从保温层和保护层的选用、管
道和阀门保温、水表和表箱保温、贮
水池和屋顶水箱保温等环节提出了
相应的要求。其中，原居民住宅二次
供水设施设计标准按照上海市冬季
历年极端最低温度平均值取值为/

%,$!，新标准按照上海极端最低气
温/)+,)!设定。
细则明确，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中楼道内、室外明敷的给水管道及
阀门，水表及表箱，贮水池、屋顶水
箱等应有保温措施，保温结构应包
含保温层和保护层。在保温材料的
选择上，应无毒、无味、不腐烂，能长
期使用，防火性能应选用不低于国
家标准《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
法》中规定的 0)级材料。在保护层
的选择上，要严密、防水，抗大气腐
蚀和光照老化。在环境变化与振动
情况下，不渗水、不开裂、不散缝、不
坠落。防护套管应选用化学稳定、无
毒且耐腐蚀的材料，并不得对保温
层材料产生腐蚀或溶解，使用年限

应大于 )!年。
在管道和阀门的保温措施上，

细则明确了布置原则和施工规范：
楼道内管道布置时宜远离北外墙、
外窗。管道、管件等平时无需操作或
检修处可采用固定式保温结构。法
兰、阀门等平时需要操作及检修处
应采用可拆卸式的保温结构。管道
保温层应连续不断，防止管道冷桥
发生。保护层外壳的接缝必须顺坡
搭接，以防雨水进入。

在水表和表箱保温措施上，细
则优化了安装位置，强化了保温手
段：公共楼道区域内1管道井除外2

的水表应设置在专用水表箱内，宜
嵌墙安装；水表箱布置位置宜远离
北外墙、外窗。水表外移后，表箱内
管道、连接套件、球阀及水表均应做
保温处理，保温要求同楼道内管道
要求。在有条件区域逐步更换为干
式水表，表箱内宜填充保温材料。
在贮水池和屋顶水箱保温措施

上，细则建议采用浮筒式液位控制
方式，逐步推广电磁阀、电动阀等液
位自动控制方式。

本报记者 裘颖琼

! ! ! !一个小区里存在着四家物业公司!然而!居住在小区里的 !"#户居民却接

连十天难以享受到保洁服务"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长宁区仙霞路上的水霞小
区" 前天!居住在该小区的居民向#夏令热线$投诉后!记者现场采访时!居委会

和物业公司介绍!事发与#临时工$离职有关!将调新的保洁员清扫卫生%

! ! ! !“杨高北路 %(''号旁边的绿化
带上有两栋违法建筑，占地面积达
到了 $++平方米。”昨天，有市民向
本报“夏令热线”投诉，反映该处有
违法搭建现象。记者实地采访后发
现，情况比市民投诉更严重，违法建
筑不但多达四幢，其中在建的两幢
甚至还把高压电线塔包围其中，俨
然是一场危险的“亲密接触”。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杨高北路
%(('号，这里是鑫桥建材市场的
所在地。沿着建材市场的外墙，就
是一片公共绿地，两幢灰色小楼若
隐若现。记者从绿化带里穿行过
去，看到一截围墙已被拆除，灰色
小楼破墙而出，把楼房一角造到了
绿化带里。

再从鑫桥建材市场的大门往
里走，就能看到两幢楼房的全貌，
不但高达 %层，据市民反映，其占
地面积为 $++平方米，建筑面积则
有 .+++平方米。更令记者吃惊的
是，这两幢楼竟然造在了高压电线
塔下，形成了合围之势。尽管高压
塔上悬挂着“危险”的告示牌，还明
确标示，此处为“电力线路保护
区”，保护范围为“#%米内”，且“电
力线路保护区内不得种植高杆及
快生长的树木”，但这块警示牌显
然被无视了。违法建筑的脚手架依
旧和高压塔“难分彼此”，墙体则与
其“亲密接触”。这两幢违法建筑尚
未建成，记者走入其中，发现里面
“别有洞天”，仅一层就有十来个房
间，似乎是要建成办公室。

除了这两幢小楼，旁边的“宜
家公寓”也是违法建筑。记者从建
材市场内的商户处了解到，“宜家
公寓”是建材市场的员工宿舍，也
可以对外出租，但目前已经把员工
和租户基本全部迁出了。“因为这
里是违法建筑，所以城管让他们全
部搬出去了，包括旁边在造的两幢
楼，已经停工了，听说也要拆掉。”

随后，记者找到了上海鑫桥建
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杨
志南，他却对这四幢违法建筑“一
无所知”。“‘宜家公寓’原本是我们
的员工宿舍，%年前市场开业的时
候就有了，我也住在里面。但是今
年过年的时候，老板让我们都搬出
来了，具体为什么不知道。”至于在

建的两幢违法建筑是谁造的、为什
么停工了，他也全部不清楚。记者
想要联系其老板进一步了解情况，
却被告知“老板特别忙，我也一个
月没有见到他了”。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五

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
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不得兴建建
筑物、构筑物。事实上，以往在高
压线下私搭乱建，曾经发生过死
伤等恶性事件，是非常危险的，再
加上侵占公共绿地等问题，这四
幢违法建筑显然应该立即拆除。
既然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
情况，为什么时隔几个月仍未拆
除，令人费解。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杨高北路违法建筑搭在高压线旁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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