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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帮忙
求助人：洪先生
去年 !月，我在徐汇区凯旋

路 "#$$号兴力达装饰城的“池彦
和室”家具店购买了一个榻榻米，
付款五万余元。由于对质量不满
意，去年 %&月初，我提出了退货
退款，之后店家也同意全额退款。
但是，退货成功了，退款却一直没
有下落。店家一拖再拖，如今都快
半年过去了，我的退款仍没落实。

去调查
洪先生告诉记者，去年 %&月

底，双方协商一致，店家同意全额
退款。然而，退货成功后，退款却
迟迟没有音讯。去年 %"月中旬，
他到店里询问退款事宜，吴姓店
长承诺 %"月底一定将货款退还。
但承诺没有兑现，在多次电话沟
通中，该店长从一开始说“下周
还”到之后干脆拒接洪先生的电
话。洪先生几次来到店里也不见
店长踪影。
今年 "月初，无奈之下，洪先

生联系到了“池彦和室”的总部上
海池彦家居有限公司，要求对方
解决他的退款。令人失望的是，对
方称兴力达装饰城的门店只是代
理店，而非直营店，退款事宜“与
公司无关”。

'月初，洪先生向当地市场
监管部门提出投诉。'月 %(日，
经调解，该门店店长承诺在 '、(、
)月每月的 *&号，将退款分批打
至洪先生账户。但到了 ' 月 *&

号，洪先生不仅未收到退款，店长
也再一次“失联”了。

有结果
接到洪先生的反映后，记者

拨打了多次该门店店长的电话，
均无人接听。

'月 *!日下午，记者辗转联
系到了上海池彦家居有限公司的
一位赵姓经理。她表示，公司内部
已与旗下门店协商好了退款事
宜，会将退款在 (月和 )月分两
次退还给消费者。现双方约定于
(月 *日签订退款的书面协议。

实习生 杨钰莹

本报记者 夏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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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吧

商铺油烟扰民多年
楼外加装烟囱当否

! ! ! !最近，家住上钢三村的多位居
民向本报反映，二十多年来，小区门
口的沿街店铺始终扰民不断：油烟
呛人，污水横流，脏染环境……最
近，商铺还加装了烟囱，排气口直对
着居民楼窗户，令他们忍无可忍。

商铺 排烟管爬上居民楼
近日，记者来到昌里路历城路

路口。远远望去，三根银色的烟囱十
分醒目。沿着历城路往北走去，沿街
商铺依次排开：香酥鸡柳、麻辣烫、
火爆鱿鱼……各式店招下，商贩们
忙着翻动油锅，很快，街面上便蒸腾
起阵阵油烟，一股股油蚝气直冲行
人，辣眼呛鼻。人行道同样污浊不
堪：路面被染得墨黑不说，还积着一
个个坑洼的小水塘，稍不留神，就会
被污水溅到裤脚。
“走这段路，不管下不下雨，都

要穿套鞋！”家住昌里路 '%&弄上钢
三村的汪老伯连连叹气。记者跟随
汪老伯来到他位于 *号楼 '楼的家
中。推开客厅窗户，一段铝合金烟囱
已经“爬”上了外墙。“顺着这根烟
道，就能轻而易举地爬进我家，还有
什么安全可言？”

记者随后走进 ! 楼石老伯家
中。从阳台往外望去，超 !层楼高的

烟囱被架设在对面房屋的外墙上，
排风口则正对着石老伯所住的居民
楼。“启用之后，就会正对着我家排
出废油烟气，这让我和老伴还怎么
过安生日子？”

居民深受其扰苦不堪言
居民说，商家之所以加装烟

囱，是为了解决二十多年来存在的
油烟扰民“顽症”。不过，居民认为，
这样的方法根本“治标不治本”。
“这些商铺‘无证无照’，还搭违法
建筑，已‘野蛮生长’多年。”汪老伯
说，上个世纪 $&年代，他刚搬进小
区时，周边环境还不错。开出商铺
后，油烟四溢、污水乱流，家门口再
无清净可言。近两年，昌里路甚至
还成了小有名气的“美食一条街”。
“食客满足了，可有没有想过，我们
居民每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说
到这里，居民李阿姨同样有一肚子
苦水：“每天开窗，我都要‘看风
向’，不然被子和衣服都不能往外
晒。真是受罪！”

物业尚未完工可提意见
记者找到了沿街商铺物业管理

负责人吴先生，他说，共有 +个沿街
商铺靠近上钢三村小区，拟安装 '

个烟道，来解决烟气排放问题。“当
然，如果居民觉得有意见，完全可以
提出来。”

居委帮协调争取不扰民
“据我所知，这套设备还在调试

安装；其次，待环保部门检测达标
后，才能启用。”采访时，小区居委穆
书记告诉记者，专门用来协调居民
和商家之间事宜的“睦邻理事会”也
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讨论。“居民
有诉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他承诺，
会敦促商铺整改，不会出现烟道扰
民的情况。

街道是否违建有待排摸
记者随后来到上钢新村街道办

事处。街道管理办吴主任承认，沿街
商铺的扰民问题由来已久。“这段昌
里路上，商铺众多，情况复杂，街道
也很头疼。”他开门见山地说，这些
商铺的产权属于原南市区的几家国
有企业，街道想要整体规划、调整业
态，比较困难。
他告诉记者，居民可以在睦邻

平台上直接“投反对票”，拒绝安装
烟囱。至于商铺是否证照齐全，市场
监管部门已着手调查。“部分商铺正
在走办理小餐饮备案流程，不过，办
出证的前提是，商铺没搭违建，并获
多数居民同意。”

而居民反映的商铺违建问题，
街道城管也已介入调查。“一旦确认
违建，将纳入计划，该拆则拆，该改
则改。” 本报记者 徐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