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接听

! ! ! !自家住的!层居民楼，顶上却有个大鸽
棚，成群的鸽子飞进飞出，成天鸽毛落下叫声
不断，还生怕被鸽子排泄物“流弹击中”。近
日，家住长宁路""#$弄%"&号的居民致电夏令
热线，反映!楼一住户在楼顶搭建大鸽棚，影
响周边居民的生活。记者采访后发现，鸽棚对
居民确有影响，但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鸽主自称不知情
日前的一天下午，记者在长宁路""'$弄

小区内看到，""&号房顶上有一个用铝合金制
成的笼子，十分显眼，隐约可以看见几只鸽子。
还没走到!楼，已经看到$楼和!楼之间

有一扇铁门把关。一位自称姓李的女士告
诉记者，自己的丈夫就是楼顶鸽棚的主人。
她对周围有邻居投诉信鸽和鸽棚扰民的事
情并不清楚，称(&年来与左邻右舍和睦相

处，从未发生冲突。
她说：“我丈夫是信鸽协会的成员。我

们家养信鸽，从%)*$年前后搬进来就开始
了，当时得到了街坊邻居和小区居委会的
支持，并搭建了鸽棚，家里的信鸽还获得了
不少比赛的奖项，在小区里小有名气。”

当记者表示能否到顶楼鸽棚一探究竟
时，遭到了这位女士的拒绝。

协商解决是上策
“当时‘平改坡’的时候，还专门开过协

调会，决定鸽棚的去留。”三泾北宅居委会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户人家养鸽子历史悠久，
“平改坡”之前，养鸽子的地方还要大，横跨
%%&号楼顶到%&*号屋顶，经过“平改坡”工程
时的协调，鸽棚的面积缩小了，基本上位于
%%&号楼顶区域。“他制作了一个升降机，用
来上下运输鸽食和清除粪便。后来，他发现
鸽棚被裹在‘平改坡’后的新屋顶内，透气状
况比较差，就在原来的鸽棚上又搭出一层。”
据居委会负责人称，当时的协调会上，这

位居民保留鸽棚的依据是本市关于信鸽饲养

的相关规定。而这种说法也得到了长宁区信
鸽协会余秘书长的证实。她说，关于会员养鸽
搭棚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上海市信鸽饲养活
动管理暂行规定》。协会实行的是“新人新办
法，老人老办法”，但她没有说明“新”和“老”
之间到底以什么时间界限来区别。对于老会
员，养鸽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主要以协调为主；
新入会的会员则必须与协会签订协议，获得
小区居委会及物业的饲养认可后，协议才盖
章生效。“比如旧厂房是允许饲养的，新式居
民楼的%+,楼我们不太赞成饲养。”

记者从多方了解到，居委会一直在与
该住户协调，将养鸽对其他居民的影响降
低到最小限度，比如把他放鸽子的时间限
定在清晨和晚上。上海联业律师事务所王
展律师认为，在居民区内饲养鸽子并无不
可，但不能损害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居民
可以《物权法》或相邻权等为依据主张自己
的权利。当然，从睦邻友好的角度以及事情
本身着眼，协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志愿者 沈盛雍 裘善龙 李暐烨

本报记者 陈杰

屋顶鸽棚，一家欢喜几家愁
长宁区信鸽协会：老会员养鸽出现纠纷主要以协调为主

! ! ! !出门血腥气缠上身，睡觉油漆味熏醒人，
吃饭油烟味灌进家———桑拿天再遇到这样的
恶味刺激，鼻子受得了吗？胸肺吃得消�？生
活过得好吗？日前，本报“夏令热线”接到部分
市民投诉，本需避暑降温的夏令生活，却因门
前异味严重受扰。夏令恶味谁来解呢？

血腥味：满身异臭去上班
“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就是熏到一身血腥

气，你说这样去上班心情会好�？”猪大肠、猪
肝、猪脚……每天清早!时去上班，家住虹梅
南路!*)弄的朱女士一出小区，就能看见对面
的淀浦桥桥洞下的数桶猪下水，猪内脏批发
店里的店员忙个不停，洗完后的血水、污水就
直接倒在马路上，扑面而来的血腥味总让必
经此地的朱女士无处可逃。
“这家店开了'年多了，基本上每天凌晨'

时半到大清早!时半洗好、卖掉，所以早起的
居民最吃苦头。”小区保安告诉记者。今天上
午，虽然买卖已结束，但空气中残留的血腥气
还是扑鼻，在门口短短的十几分钟，记者就几
乎被蚊子咬成了“肉粽子”。周围的居民也认
为，本该进菜场的内脏批发店现在摆到小区
对门，到了盛夏高温天，对于习惯早起的老年
人、出门早的上班族而言实在苦不堪言。

油漆味：晚上睡着会熏醒
“晚上睡觉都会被油漆味道熏醒，你说这

样的睡眠有质量�？”家住许昌路-'%弄的曹先
生一家这两天就怕睡觉，只因为距离自家窗口
不到(&米的一只排气口。附近这家汽修厂有喷
漆业务，可是喷漆排气口正对居民小区，最近风
向正好把有害气体吹向居民楼。曹先生无奈地
表示，每次喷完漆至少要过(&分钟，气味才开始
慢慢散，有时晚上睡着了都会因此醒来。爱人是

过敏性体质，闻到油漆味就会透不过气。
据当地居委会负责人介绍：“这家汽修厂

本来还是露天喷漆，现在多次协商改搭起了
铁棚喷漆，喷完了通过排气口先排气再开
门。”在随后的实地探访中，虽然当时没在喷
漆，但记者在这家修理厂里还是被油漆味“击
中”，闻几分钟就有微微的眩晕感。尽管修理

工说晚上!时就会关门，但附近有居民透露：
这家厂是私人承包的，有时半夜也会喷漆赶
工，而且次数并不少。

油烟味：人家饭香我家呛
“轰隆隆”———一根根粗大的油烟排气管，

正对着家门口不到五六米，空气中闻到的油烟
味浓得让人反胃。根据蕰川公路%-)*弄%,$号
的赵女士的来电反映，记者从这里%!)号走到
%*%号，发现一排溜饭店与居民家门的距离都
不过五六米。大多数饭店的油烟排气管都通到

屋顶上，油烟气集结排向空中，形成了一个看
不见的油烟“金钟罩”；店后还有大大小小的窨
井盖，大多都有被人移开过收泔脚的痕迹，地
下恶臭更是从盖不严的井盖里升腾而出。

赵女士的邻居腾先生告诉记者：“夏天家
里窗子不敢开，衣服洗好收回来都是一股子
油烟味；晚上饭店晚的要开到%&时后，我家八
旬老母亲闻着根本睡不着。”而据赵女士介
绍，!年前区环保部门就曾责令饭店整改，当
时有些饭店确实把后墙窗户封闭了，但也有
的把排气管改造在了屋顶上。更气人的是，最
近又有一家饭店偷偷破墙，又伸出一根排气
管对外“排毒”。

【记者手记】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能因为看不见的

恶味!就降低了生活质量"日本有#恶臭防止

法$!将恶臭列为!项典型环境公害之一!并制

定了""种单一恶臭物质的排放标准% 德国有

&环境大气中有关臭气的指令$! 规定了臭气

频度'臭气时间的测定及计算方法!并针对不

同地区规定了界限值" 但目前在我国的相关

环境及大气法规上! 对于恶味尤其是居民区

恶味的限制和解决办法! 还缺乏具体细化的

标准和高效的执行手段"

数据显示! 在沪市中心城区的环境信访

中! 仅次于噪声的第二' 第三名是油烟和异

味! 其主要原因无证餐饮监管难和工厂企业

生产异味" 记者为上述投诉致电环保热线

(#"$%&)!对方表示会到现场取样!经测试分

析后如果超标!会责令相关企业整改%但是!

对于被迫天天闻血腥味'油漆味'油烟味的普

通老百姓而言!他们现在迫切想要的!只不过

是恢复正常的上海味道%

本报记者 胡晓晶 志愿者 陆翔 任竹青 黄逸君

桑拿天遭遇恶
臭袭击，市民致电本
报大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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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申城已进入主汛期。今天一早，由上海排水
管理单位的 (&&&多名志愿者组成的 %&&支服
务队，冒着酷暑高温奔赴全市 %*个城区的居民
小区、敬老院、学校、医院、部队等以及有排水困
难的街坊、里弄，集中开展疏通管道、解决道路
和室内积水问题的特别行动，保障台风暴雨期
间的城市排水安全和市民正常生活。

现场一：上午8时30分，虹口区
广灵二路上的友谊三村

这是一个建于上世纪 *&年代的老式居民
小区，因排水管道长期失养，排水设施损毁严
重，导致污水冒溢，一遇雨天便成了一片片泽
国，曾多次发生老年人失足倒地摔伤的事件。记
者来到现场时，看到数名排水人员身着蓝色工
作服，顶着烈日从小区排水管道中不断吸泥，作
业完成后用高压水枪清洁下水管道。记者看到，
清捞出的淤泥、油膏、垃圾等，整整装了一车。在
场的居民说，“志愿者赶在台风暴雨季节来临
前，义务来帮我们疏通管道，太感谢了。”

现场二：上午9时，石门一路
315弄6号公惠医院
据医院一位人士介绍，公惠医院以前多次出

现难堪的场面，一遇暴雨天，门诊大厅、输液室水
漫金山，让病患叫苦不迭。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
者们忍受着管道内发出的阵阵臭味，正汗流浃背
地在疏通排水管道。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由于医
院进出通道狭窄，大型机械养护设备无法进入，他
们一大早便人拉肩扛从曹家渡搬来摇车进行人工
疏通。一个多小时，清捞出大量的垃圾和淤泥……
为了积极应对今夏台风暴雨期可能出现的

灾害性天气，全市排水行业的 %&&支志愿者服
务队将随时待命，随时准备为积水地区包括有
应急排水需求的居住小区应急抢排积水。上海
市排水管理处处长马远东在现场表示，我们的
目标是———“雨水口嘴巴不能闭”，接纳道路雨
水的箅子不能被垃圾、树叶堵住；“下水道肚肠
不能塞”，道路下面的排水连管和居民小区通入
市政管道的出水管不能被垃圾、障碍物、泥浆等
卡住；“泵站心脏不能停顿”，要将道路积水尽快
消除，排入河道；“河道肚皮不能胀死”，进行充
分地调蓄排疏。通过上述手段，达到防御标准内
不积水，超过标准积水少、退水快，不造成负面
影响，保障城市排水一方平安。
本报记者 张欣平 胡晓晶 志愿者 孙文晶 陈誉

申城进入主汛期，百支志愿者服务队上午奔赴18个城区开展特别行动———

雨水口“嘴巴”不能闭 下水道“肚肠”不能塞

昔日装大火表 穿墙越户“走不动”
如今换分时表 红灯绿灯“看不懂”

! ! ! ! 今天上午 * 时
'& 分起的 % 个小时
内，作为新民晚报夏
令热线的嘉宾接线
员，我接听了 !个电
话。

!接听内容"

接听 ! 个电话，
虽然数量不是太多，
但我感觉市民来电反
映一家一户的投诉较
少，关注我们这个城
市和社会管理的建议
和咨询较多，比如市
民杜先生反映苏州河
长寿路桥东南角道路
被装卸啤酒瓶的卡车
轧坏路面；再比如，市
民周先生建议上海一
些空置老旧厂房，可
以改建成敬老院、养
老院，以解决上海步
入老龄化社会过程中
凸显的养老、助老问
题。

!来电综述"

工作人员告诉
我，就在我接听热线
的同时，夏令热线 %

个小时内来电量 ($)

个，接通 %*(个，市民
关注的前三类问题是
公交线路营运、违法
建筑、公共区域秩序维护。

!行业感言"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是广大市民与城

市管理者' 与公共服务提供者沟通的重

要渠道!我是电信服务工作者!是为大家

沟通服务的%进入盛夏以来!全国各地极

端性灾害天气频发!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这

对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更大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上海电信一定要尽全

力确保灾害天气发生时的各类有线和无

线通信畅通! 尽可能降低因天气因素对

通信服务质量造成的各类负面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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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小小电表引发不同烦恼，折射生活变迁———

记者调查

来电投诉（12319）...

! 闵行区的毛先生 吴中路近吴宝路
附近工地施工噪声扰民，影响居民休息。

! 宝山区的谭先生 虎林路近长江西

路一中学拆房工地，扬尘严重。

微博投诉（@夏令热线）...

! !"#$%&大小姐 松江九亭沪亭北路
涞寅路每天晚上绵延一两百米的烧烤摊，占
据了两条机动车道，乌烟瘴气，污水横流，严
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短信投诉（18918901189）...

! 手机尾号'()*的市民 虹口区舟山
路每天晚上有乱设摊的现象。

邮件投诉（xlrx@wxjt.com.cn）...

! 松江区的鞠先生 顾戴西路沪杭高

速铁路下立交段，有两个很大的水泥墩，道
路上无任何标识，有安全隐患。

! 黄浦区的沈先生反映 斜土东路###

弄华浩小区内高空抛物现象严重，存在安
全隐患。

志愿者 裘善龙 沈盛雍
章文晟 朱颖婕 整理

变与不变 !"年!#$$%

!

建
在
屋
顶
上
的
鸽
棚

本版摄影 见习记者 陈梦泽 本报记者 楼文彪 志愿者 李暐烨! 先用联合吸污车将管道里的淤泥污水吸走/再用高压水流冲洗

! ! ! !小小电表，曾经牵动多少人心。当年，
为电表何时装、装哪里而纠结、犯难；如今，
电表走得准不准、新型电表的读数如何读、
优惠时段分时电表上的绿灯亮不亮，成为
夏令热线热门话题。

【镜头回放】
装大火表要穿过17户

人家的墙
%))*年,月(-日上午!时整，时任市区

供电局周永兴局长准时来到本报夏令热线
回答市民的咨询。

丽园路**!弄一位姓齐的男子亮着嗓
门与周永兴对上了“火”：“阿拉这幢石库门
老房子里，一共住了'家人家，平常大家处
得蛮好。前两年勿热，没想装空调，但今年
热得吃勿消了，想装空调，又讲小电表不
行，要申请大电表，最近供电所来人察看表
位，定位在邻居的墙上，结果邻居与我吵起
来，不同意我侵犯他们的利益，怎么办？难
道供电所没其他办法解决？”

这个电话刚断，又一个电话响起。是周
家嘴路)&&弄的张先生，也是诉说装大电表
的苦衷。这幢老房子有%&几户人家，他住在
后门处，按供电局规定，大电表进户点每个
门洞只能一个，他要装表就要穿过近%,户
人家的墙，几乎比登天还难，他近乎绝望地

问，难道我与大电表无缘了吗？
这两段对话，登上了%))*年,月($日

《新民晚报》的第三版。

【现场探访】
电表问题“即都是陈年

往事了”
昨天，记者再次来到当年投诉者居住的

小区探访。齐先生居住的丽园路**!弄已经不
见踪影。丽园路***弄是新式商品房东都公
寓，隔壁的号牌比**&要小。附近的居民说，这
一带的住宅，无论是六层居民楼，还是高层的
新式商品房，电表问题早已得到解决。“那都
是陈年往事了，现在不会有人再说起。”

而张先生居住的虹口区周家嘴路)&&

弄，里弄房子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模样。不
过，装大电表的苦恼已经不复存在。一位居

民告诉记者，几年前每家都装上了大电表，
如今根本不用担心开空调“爆线”之类的问
题。记者在一层楼梯口看到，每户的大电表
整齐地排列在墙壁上。

【热线追踪】
分时电表为什么总是亮

着红灯
%))*年前后那段时间，就像“开火”的两

位居民所反映的那样，用电的主要问题集中
在散户民居装独表上，尤其是在三层以下的
老房、私房里。装表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表位，
这些老房私房空间窄小，谁都不愿让集中起
来的电表占据自己的“寸土”，邻里纷争，使
电表无法进户。另外是单一进户点的问题，
进户点多了，短路后极易触电，引发事故，而
进户点少了，又无法顾及每家每户。

(&年弹指一挥间，机械电表变成了电
子电表，又变成了智能电表，而电表的故事
还在延续。

(&%&年,月，普陀区安远路%**弄%(号
的陈先生来电反映，因为住房年代久远，家
中的电线大都由居民自己排设，“搬进一家
房客，多一根电线”。时间一长，火表裸露，
隐患“排排坐”。

(&%%年，还是,月，家住浦东潍坊路%$-

弄%&号的居民来电，反映住在一层的居民
任意在楼道内搭建厨房，还堂而皇之地将
燃气灶摆放在楼面电表下，弄得住在楼上
的居民提心吊胆。
今年，家住浦东蓝村路的程先生反映，

今年(月份左右进行的电表外移工程，将电
表安装在他家北侧窗户的两侧，给生活带
来不便。看来，老问题越来越少了，却还个
别存在。

不过，新的热线电话出现了。上南三村
的刘先生说，家里的分时电表，可以通过亮
红灯或亮绿灯，来表示普通使用还是处于优
惠时段，可无论何时电表都是亮红灯。他表
示不解。无独有偶，长宁区新泾一村的张女
士，也碰到同样的情况，向夏令热线求助。

十多年前，普通上海人家里的家用电
器远没有今天这么多，大家关心的是家里
用电的东西，电表能不能“拖得动”。而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电量也节节攀升，电已
经成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自我保
护意识的增强促使百姓关注电表准不准，
是不是反映自己真实的用电情况。
时至今日，夏令热线关于电表的投诉较

十几年前已经少了很多，市民更关心用电
如何用得安心、舒心、畅心、放心。

正当广大市民在“孵”着空调、吃着西
瓜、看着电视、舒舒服服消夏时，供电职工
们付出了多少辛勤汗水，他们给千家万户
送来光明！ 本报记者 陈杰

! ! !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客服质监部经

理 张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