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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市民热线，投诉“扰民树”，三个月
来 5000个！

上周，看见这个数字，着实吃了一惊。

《上海市绿化条例》2007年修订实施，修法
动因，就是要解决大树扰民问题。2007年5月1

日至年底， 单单长宁区就迁移了 “扰民树”713

棵，2008年全区 169个小区迁移了 2600棵。

时至今日， 树扰民现象竟如此突出。 难
道，立法倒退了？抑或，立法没有倒退，立法精
神在执法中被违背了，若真如此，行政执法部
门要被问责。

从上海地方立法机关到绿化市容行政管
理部门，一圈打听下来，答案是否定的。 但大
树为何还在扰民，刨根问底，说说清楚。

先说说，当年修法情形。

20年前，人们以为小区高大乔木越多越
好、越密越好。不料，太多太密距离房屋太近，

10多年后，“绿化树”就成了“扰民树”。

2003年 6月，长宁区人大仙霞代表组开
始调查“扰民树”。调查表明，依据当时的绿化
条例， 小区内伐树或移树都是不允许的，于
是，居民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 调查认为，

绿化跟民生发生了冲突， 就应当修订地方立
法。此后，调查报告交给了市十二届人大代表
刘正东。 2004年 1月，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
议，刘正东提交议案建议修订绿化条例，这份
代表议案被大会列为正式立法案。

2006年 12月 14日， 在徐汇区康健街
道白玉兰小区居委会，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首
次将立法听证会开进了居民小区， 听证内容
是绿化条例修订草案。 2007年 1月 17日，

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33次会议以立新废

旧方式通过了《上海市绿化条例》，当年 5月
1日实施。 依据新条例，高大乔木若影响居民
生活，即可依法迁移。2015年《上海市绿化条
例》再次修订，市绿化管理部门依据地方立法
制定实施细则，明确若小区出现扰民树，严重
影响采光、 通风和居住安全， 或者对人身安
全、其他设施构成威胁，即可向区或市绿化部
门提出迁移申请。

这当中，有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谁来申请迁移？受影响的业主，2/3

以上联名向市或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迁
移申请。

需要强调的是， 受影响的业主和全体业
主，是两个概念。 这样的制度设计，提高迁移
效率， 化解安全风险， 更有效预防小区自治
“泛民主化”危害少数业主正当权益。

第二，谁来实施迁移？ 小区物业服务公司。

第三，业委会，做什么？头一样，在迁移申
请或迁移方案上说明“情况属实”。

第四，迁移后，若不成活，怎么办？补种即可。

所有这些，地方立法和行政规章，都说明
白了。 可是，12345热线，如今还是接到了大
量树扰民投诉，为啥？我咨询了几位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的老法师，理理个中缘由。

一来，市民对解决“扰民树”的法定路径，不
知晓不熟悉，起码，熟悉程度远不及垃圾分类。

二来，还是钱的问题。 老公房小区，依法
迁移扰民树，财政资金可以用；商品房小区，

若迁移费用超出物业公司或业委会的支出权
限，需要业主大会表决。开业主大会，麻烦，知
难而退，似乎就成了常态。 更有甚者，即便费
用在业委会支出权限内，有种态度是———钱，

能不花就不花，迁移，算了。

这种不正常的常态，最终危及的，是房屋
安全和公共安全。 因为，“大树扰民”，仅仅是
通俗而不确切的说法。 小区里， 一株高大乔
木，如果距离房屋外墙仅一二十厘米左右；那
么，受干扰的，绝非只是通风采光，而是居住
安全、房屋安全，以及地下各类管线的设施安
全，若不迁移，后患无穷。

既然如此，树扰民，如何解决？ 精细化执
法，必须的。

精细化执法，首先要有标准。 小区里，究
竟该种什么？ 将会有专业技术标准。 如何修
剪？将有专业技术标准。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如
何遵循标准，修剪迁移维护，也有标准。 来自
上海市绿化委员会的信息显示，这些标准，或
将在今年底出台。

精细化执法，社区普法，少不了。 让业主、

物业公司、业委会知晓法定解决路径，各尽其
职，保障小区安全。 特别是业委会，用好维修资
金，该用就用，该续筹就续筹，花钱买安全，花钱
买品质，就是提升小区治理水准的经济法则。

精细化执法，在社区，最灵的法宝，还是
党建引领。 面对树扰民，不少业主、业委会和
物业公司叫苦连天，没处理过这种事啊，怎么
办？ 放心，居委会党总支会牵线搭桥，整合资
源，沟通协调，最终，解决问题。

一回生二回熟， 小区里只要解决了一个
案例，若遇下一个，就不会一问三不知。

这世界，变化快。 套用一位绿化专家的话：

小区，就是小区，不是公园也不是森林，小区里，

较之乔木，层次丰富的灌木更合适。 当曾经的
越高越密越好变得“并不好”，那就赶紧纠正。

当务之急，调动所有自治、共治、法治资
源，用精细化执法化解树扰民这个所谓“历史
遗留”问题，早做，好过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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