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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实习生 律向瑄 记者
郭剑烽）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的 #%$&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全部
办结，上海各区、各部门都积极落实
整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环境问题
突出的区域，加快整治步伐。杨浦区
从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中“举
一反三”，启动全区域自查，着重聚
焦餐饮油烟和扬尘污染问题。据统
计，自 !"'(年以来，杨浦区生态环
境执法部门共立案查处扬尘污染案
件 ''件，罚款总计 '&&万元；立案
查处餐饮油烟污染案件 !$件，罚款

总计 ()*!万元。
!"'+年底，中央环保督察组在

上海督察时收到举报，反映杨浦区
隆昌路延吉东路口有家“良永小菜”
饭店油烟扰民，油烟排放口离最近
的居民家窗户不到 &米。
对于督察发现的问题，延吉新

村街道立即排摸整治。经过核实，
该单位位于六层居民楼的 '楼，从
事产生油烟气的餐饮服务，油烟气
经吸风罩收集经专用管道至一楼
楼顶的一套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
排放，排口朝隆昌路方向，距离二

楼居民阳台仅有两米，确有油烟扰
民情况。

!"'(年 ,月，“良永小菜”投入
&"多万元重新购买油烟净化设备
并修建油烟管道，将排放口调整到
一幢居民楼的顶部，垂直对着上空，
此外还每季度出资 )"""多元购买
油烟设备的维保服务，确保不再发
生油烟扰民问题。
扬尘污染同样影响着空气质量

和周边住户。位于杨浦区军工路
'"(+ 号的上海铭扬明方混凝土制
品公司，这里的码头旁混凝土加工

单位产生的粉尘不仅在码头扬起尘
土，严重时还扩散到周边的高校、产
业园区和道路上。!"'+年 '!月杨浦
区在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的环境
问题后，立刻要求企业整改，杨浦区随
即制定了治理关停搅拌企业的总体要
求。为了严控扬尘污染，彻底改善区域
环境质量，杨浦区坚定加快业态调整
步伐，!"'%年 +月还是对这家混凝土
制品公司实施了关停。前天，记者跟
随杨浦区环境监察支队检查此地
时，高 &"多米的标志性建筑———搅
拌楼已经被拆除，原地只留下 )个

基座。没了搅拌楼，混凝土搅拌站就
没了“死灰复燃”的可能。
杨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刘刃表示，其实 !"'(年企业就进
行了诸多整改，而且整改也取得一
定效果，但是区委、区政府决定还是
要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
问题。原本杨浦区在军工路沿线总
共有 (家搅拌站，截至目前已经关
停了 )家，剩余的 &家搅拌站由于
正承担市重大工程建设任务，暂时
予以保留，到后期将把区域内的搅
拌站彻底关停，减少环境污染风险。

杨浦区!举一反三"启动全区域自查

聚焦油烟扬尘，防止污染死灰复燃

! ! ! !入住精装修房不到一年，家中书房却总
有一股浓重异味，无论怎么开窗通风，总是
消散不去。多位家住平陆路 $$$弄静安府东
区的业主最近向本报夏令热线反映，当初买
该小区的房子花费了上千万元，但实际入住
后发现，这个有“北中环之王”之称的小区，
却存在室内有异味、围栏破损、绿化干枯等
问题。这个小区的情况到底如何？近日，本报
记者来到静安府实地调查。

敲墙后异味还是没减弱
(月 '!日下午，记者首先来到静安府东

区一期。东区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均为精
装房。一期于去年 &月交房，二、三期还未正
式交付，尚在施工中。其中，一期的 +号楼和
%号楼中，约有 %"户业主家中的北书房有异
味。“就是一股很浓的柏油沥青味。”一期业
主倪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家人在去年 '"月
入住，一开始还以为是装修的味道未散去，
所以并没有太当一回事。没想到，到了今年 &

月，半年过去，异味依然存在。倪先生说，他
天天开窗透气，还买了空气净化器和电风
扇，无奈就是毫无好转。

记者在一期 %号楼内走访了三户业主
家，走进每一户的北书房内，在关门窗的封
闭条件下，的确都能闻到一股难以形容的异
味。另一位业主吕小姐称，反映后，开发商曾

判断异味来自房间中靠近电梯一侧的墙体，
今年 &月，把她家的一堵墙敲开，更换了墙
体中的隔音棉。令吕小姐生气的是，在砸墙
处理后，仍旧无济于事，“我一直在开电扇、
空调通风，吹了三个月，异味还是没减弱！”

围墙瓷砖曾大面积破损
不仅房屋内部质量令人不满，业主们还

反映，公共部位问题也不少。静安府东区二、
三期业主表示，小区云照路围墙围栏下方水
平固定处瓷砖破损严重，之前有大面积残
缺、凸起、外翘等未贴合情况。在业主向开发
商反映后，目前进行了修复。记者在现场看
到，已经不见大面积瓷砖破损的情况，不过

仍然有好几处的瓷砖破损，修复得还不够
“精细”。

关于绿化问题，二、三期业主介绍，静安
府东区中轴是一条银杏大道，长约百米，道
路两侧栽种着几十棵银杏树。“现在大概有
'&棵银杏树是枯死的。”业主胡小姐说，对
此，开发商方面不承认这些树木已经死亡，
解释为“树木死亡需要三年时间才可最终
确认。”

另外，部分业主还发现地下车库漏水、
车库中存放有发霉板材。有业主担忧地说：
“车库中存放的橱柜板材大面积发霉，会不
会即将安装在二、三期的精装房中？很怕一
期的情况将来会在二、三期重现。”

将派专家小组实地考察
据上海 '!&),市民服务热线的统计数

据显示，从今年 )月以来，涉及静安府东区
建造问题的投诉工单多达 %'张。
昨天下午，静安府开发商华润置地的媒体

负责人来到新民晚报社，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上述业主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应。对于
一期的北书房异味严重，这名负责人表示，肯
定不会逃避问题，会积极帮助客户解决，公司
已经成立了专家小组，近两周内将到有异味
的业主家中实地考察，尽快给出解决方案。

那么围栏破损和车库漏水是怎么回事？
华润置地回应，小区道路、车库和二、三期房
屋都还未交付给业主，现在业主们看到的只
是施工状态，等到三四个月后交房时，一定会
符合国家相关建设标准，公司将严把质量关。
关于银杏大道上的树木枯死一说，该负责人
认为，银杏树的生长会随着季节产生变化，不
能判定树木已死亡。

静安府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加强沟通，
尽快用实际行动回应业
主，还可建立业主监督
机制。记者了解到，近期，
华润置地正在内部讨论
业主开放日时间，以解
决沟通不畅的问题。
本报记者 夏韵

志 愿 者 齐楚

静安府东区多名业主反映房屋质量问题

精装修房入住大半年仍难消异味

! ! ! !本报讯 （记者 房浩 通讯员 薛亮亮）“夏天的
台风季即将到来，路灯戳进了行道树的树冠里，大风
一吹，树枝和路灯杆不断摩擦，感觉很不安全。”近
日，市民杨先生向本报夏令热线来电反映，在高铁松
江南站附近的部分路段，路灯与行道树的间距太近，
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记者昨天与杨先生来到盐仓路（玉阳路至中桥

路）一探究竟。该路段长约 !""米，马路西侧的 ,根
路灯杆全都伸进了茂盛的香樟树冠内（见图 薛亮亮

摄）。杨先生说，路灯被树叶包围，晚上的照明效果大
打折扣，道路上会昏暗不少，“如果风太大的话，树枝
还很容易被折断，弄不好还会砸伤路人。”
记者发现，附近的中桥路、小茜泾路也有类似的

现象。“香樟树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几年下来已经长
成大树。希望相关部门能对它们及时修剪，防患于未
然。”

路灯藏进行道树冠
照明不佳也不安全
现场目击

! ! ! !本报讯（志愿者 霍笑颜 记者 杨硕）本
报日前报道了两处市民投诉房屋漏水问题。
报道刊出后，有关部门迅速做出回应，困扰市
民的烦心事有望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解决。
!相关报道见本报 !月 "#日 $版 "屋里漏水

汤汤滴 物业动作慢腾腾#$

昨日，记者再次致电浦东新区向城路 '$

号众诚公寓的孟先生，询问其家中漏水情况。
孟先生表示，维修进程正在积极推进中。他透

露，报道见报后，小区业委会以及物业负责人
当天下午便主动上门查看其家中的漏水情
况，并提出了具体维修方案。孟先生说，他对
相关部门所做出的拟定方案较为满意，希望
后续的实际性工作可以按计划如期开展。

记者昨天也致电了家住静安区陆丰路
''+号 &楼的闫女士。她表示，本报报道刊发
后，第二天就有物业人员上门，并请来专业人
员展开维修。“现在家里面已经不再漏水了。”

! ! ! !本报讯（记者 夏韵）(月 $日，本报曾
经报道了闵行区银河新都小区 %号楼地下车
库严重积水、发臭的情况!相关报道见当日 $

版 %楼下车库常年积水 一年多 居民难忍刺

鼻臭味 蚊子多&$。昨天下午，记者再次联系

到银河新都小区居民陈先生。他介绍说，本报
的报道刊发后不久，物业就派出施工队进驻
%号楼非机动车库，最近两天正在更换污水
管道。此外，物业还承诺，在管道更换完成后，
将尽快为车库排除积水，恢复照明。

众诚公寓房屋漏水有了解决方案

银河新都小区车库更换污水管道

! 东区云照路围墙经修复后仍有破损

" 小区的银杏大道上多棵银杏树枯萎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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