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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访谈

夏天是装修旺季，同时也是投诉旺季。来
自12345的统计数字显示，7月1日至7月10

日，全市涉及装修的投诉达到了4531条，涉及
内容几乎贯穿了装修全过程。因“低开高走”、
增项加价等套路，原本让住户对更好家居生活
充满期待的装修，竟成了令人“头疼”的事情。

市绿化部门用三种方式解决树与牌、树与灯、树与线之间矛盾

枝繁叶茂挡路牌 快速修剪“露真容”

现场目击

描绘上海生态环境底色，推动垃圾分类再

上新台阶。今天上午，市绿化市容局党组书记、

局长邓建平走进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听市民

来电并接受专访。邓建平表示，今年将建成开

放10座环城生态公园带的“环上”公园，推动9

座公园开工建设，此外将对垃圾分类薄弱环节

“下功夫”，推动“上海模式”再上新台阶。

持续推进绿化建设
邓建平透露，今年“环上”将建成开放第二

批10座公园，推动第三批9座公园开工建设；建

成14公里外环绿道；启动21处外环绿道断点项

目建设并打通4处；建成8座外环驿站，推动5

座外环驿站开工。“环内”将推进森兰、北蔡、三

林、桃浦、吴淞江等楔形绿地建设，建成绿地

100公顷。“环外”将主动衔接虹桥国际中央商

务区规划，加快吴淞江生态间隔带规划研究。

“五个新城”持续推进新城绿心公园建设。

他表示，目前第二批10座环上公园、14公

里外环绿道、4处打通断点及8座外环驿站的建

设正在推进；“环内”楔形绿地正在建设，普陀李

子园公园已建成开放；“环外”吴淞江生态间隔

带已启动国际方案征集，青浦新城上达河中央

公园已开工建设，临港顶科社区公园基本建成。

共享更多绿地空间
而在老百姓家门口，上海也在不断铺就绿

色。尤其是素有“小、多、匀”特点的口袋公园，

不仅是“千园之城”的重要一环，更是15分钟生

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建平表示，截至2022

年底，上海共建设街心花园和口袋公园390

座。今年，“新建改建60座口袋公园”被列入

市委、市政府2023年度实事项目，预计10月底

将会提前完成。除数量增加外，更突出开放共

享、主题特色和文化内涵，打造更多市民“走得

进、留得下、记得住”的绿色开放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单位附属绿地已经或

即将开放，为市民所共享。邓建平透露，经过

2021—2022两年的探索和试点，今年，“本市单

位附属绿地开放共享工作三年计划”正式启

航。市绿化市容局根据机关、企事业单位先行

先试原则，制定了今年完成40个以上的机关、

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的开放的计划。截至6月

底，全市已完成机关、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开放

28个，建成口袋公园6个。

补强垃圾分类短板
今年7月1日是《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实施四周年。邓建平表示，本市居民和单位

分类达标率均达到95%，已形成垃圾分类“上海模式”。他列举了一组数

据：今年1—6月，全市可回收物分出量7460吨/日，有害垃圾分出量1.98

吨/日，湿垃圾分出量9042吨/日，干垃圾清运量17158吨/日。湿垃圾分出

量基本稳定在干湿垃圾总量35%左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湿垃圾分类

量比《条例》实施前分别增长1.8倍、14倍、65%，干垃圾清运量减少16%。

邓建平认为，目前垃圾分类仍有短板。一是居民垃圾分类混投混放现

象略有“回潮”，二是误时投放比例增多导致分类实效下降，三是社区保洁

管理力量不足导致少数分类投放点位异味扰民。对此，一方面，加大宣传

和管理力度，提高市民分类参与度和自觉性；另一方面，针对部分社区小包

垃圾落地、非定时期间投放点垃圾满溢、异味扰民等问题，本市已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巩固提升本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为主的原则，同时指导社区在设置误时投放点应遵循相

应的原则和管理要求，做好日常巡查管理。对有需要升级改造投放点的社

区，将积极推动有条件的社区打造示范亮点，回应市民关切。

他表示，今年上海还将对照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围绕便利化分类、智

能化监管、系统化治理、减量化使用、资源化利用，打造垃圾分类升级版，

推动“上海模式”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留言板
于先生：浦东新区莲溪路   弄 9号楼，建筑漏水导致电梯

进水，多次向物业反映但对方只做填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希望管理部门核实协调解决。
沈女士：徐汇区上中西路  弄   号，楼道内周末进行铺设

地砖装修，周末 时许就开始施工，产生噪音扰民。希望管理部

门核实处理，制止周末“有噪声”装修。
陆先生：松江区永隆路   号  栋   号城璞院新交房，顶

楼   室有漏水和滴水现象，联系开发商一直不修。希望质
检单位督导问题改进，尽快修复房屋漏水、滴水问题。
贾先生：嘉定区安亭镇安驰社区，进明渡路、塔山路、

安悦路人行道旁原本安装了护栏，但部分商户出于自身
利益私自将门前护栏拆除，希望管理部门尽快核实并重
新安装。
王先生：浦东新区唐镇齐爱佳苑  号   室，住户擅自改

变房屋结构，进行房屋分隔，希望城管部门核实处理。

罗先生：浦东新区平度路   弄金桥和苑小区地下车库，
有不少疏散指示标志不亮或亮度不足，应急吸顶灯也存在断
电不亮现象。部分通道的照明灯具也不亮，无法起到应急照
明作用，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管理部门核实督促整改。

志愿者 白礼文 整理

同意增项才能开工
今年6月29日，市民曹先生与上海艺恳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艺恳装饰”）签订了装修合同，然而，在合同预

计开工日，就遇到了增项加价问题。

这份装修合同，是曹先生为装修一套面积34平方米房子

签的第二份装修合同。此前，没有装修经验的曹先生曾在一

个家博会上留下电话，后来与主动找上门的一家装修公司签

过一份合同。接下来，装修公司不顾他的要求，执意自作主

张装修。在水电安装工程尚未全部完成时，双方就不欢而

散，他支付了近3万元。

吃过一堑后，6月29日，曹先生通过齐家网与艺恳装饰签

订装修合同。曹先生说，签订装修合同前，齐家网给他介绍

了几个装修公司免费上门测量。由于艺恳装饰设计师陈某

雪让他感觉态度诚恳，并快速出示了效果图，且将7万多元的

“部分承包”装修报价优惠到了6万元，双方才签订合同，并约

定“预计自6月29日开工”。签订合同当日，曹先生就付了

5000元，之后，又付给了艺恳装饰1.86万元。

然而，7月2日，艺恳装饰方面还没有给他出示装修施工

图，派来的几个人没带施工工具上门，上门不久就要求增加

项目，不增加不好开工。比如天花板上有一条丝缝，需增加

“补缝”项目。协商将开工日期推迟至7月8日后，艺恳装饰

方面又提出了多个增项要求，如原来打入卧室地板上的一个

手指大小的木塞，成了需增加防水项目的理由。

“签合同前和签合同后，装修公司态度差别太大了。”曹

先生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一再催促，在7月8日的“二次开工

日”仍未看到装修施工图。直到7月9日深夜，装修施工图才

发在双方建立的微信群。而齐家网、艺恳装饰与他约定的一

次沟通会，陈某雪、李某兵等艺恳装饰工作人员没有出现。

采访中，艺恳装饰方面责怪曹先生不该向媒体投诉，并

以种种理由否认“逼”曹先生增项加价。但曹先生提供的一

份双方聊天记录显示，当曹先生询问是否要变更合同加钱

时，艺恳装饰方面有关人员杨某兵回复称：“要的，在没有做

之前要协商好。”

不交增项费不收尾
市民谭先生称，今年4月，他与上海沪宜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沪宜实业”）签订合同，以8.5万元“部分承包”方

式装修一套36平方米的房子，约定装修期从4月9日至6月

26日。令他没想到的是，施工队在6月底以谭先生未支付5.6

万元变更项目款为由突然停工，不付钱就不收尾。

谭先生说，那时，他已按合同约定分三期付掉工程总价

95%装修款共计80750元，只剩一笔5%的尾款，准备待全部

完工验收通过后再付。他强调，施工过程中，除了增加了一

些插座，他压根没有主动要求新增其他项目，施工队此前也

未提及增项，现在增项报价达到5万多元，他严重不认可。

交涉时，装修公司给出的“工程项目变更单”列出了几十

项变更项目类别：储物柜、飘窗柜、阳台壁柜、写字台、电视组

合柜……变更单底部，是谭先生爱人汪女士的签名。谭先生

则称：爱人在现场监工时，工人从未讲过新增项目有哪些，次

次都说是“完工单”。“我爱人签了四五张单子，没人提醒是变

更单，施工队只说需要签字确认后再做后续项目。”

7月5日，谭先生再次与施工负责人沟通，要求尽快复工，

对方没有同意。7月10日，记者联系沪宜实业一名陆姓负责

人，对方称，谭先生的爱人一共签字确认了4张增项变更单。

当记者询问增项变更前，工人是否明明白白告知汪女士时，

陆先生未正面回答，仅称变更单上有顾客签名，就视为顾客

同意，公司不会让步。

装修投诉五花八门
装修投诉内容五花八门，几乎贯穿了装修全过程。

宝山区通河八村居民沈女士，花17466元向齐家网上的

爱吾庐家具定制公司订购包含厨房吊柜、厨房立柜、衣柜和

书柜的全套橱柜，发现多处橱柜板材厚度比购物单上的约定

厚度少2毫米。有一个书柜，安装仅两个月，中间就塌陷了，

只得用书垫在下方。有一个橱柜，原定总面积13平方米，实

际只有11.23平方米。但交涉至今无果。

慧芝湖花园的市民胡女士则称，通过一家装修公司大宁

店装修，装修价格不合理，装修内容与约定不一致，但沟通不

但不顺，还被威胁。

同样称被威胁的，还有共和新路3088号的市民马先生。

他说，装修临近结尾时发现地板有坑洼、划痕后，装修公司表

示付完尾款后一周解决问题，而当他付完尾款，装修公司就

“不管不顾”了，并威胁：敢投诉就找人堵门。

家住南京西路附近的刘女士则反映，她家的装修工程原

定5月15日竣工，但她付完相关款项后，相当一部分工程至

今仍“吊”着，询问中被告知：装修公司上层卷钱跑了，无人继

续装修。

行道树遮挡路牌，到底是修剪树，还是移走牌？今天8时30

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建平走进新民晚

报夏令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在首个来电中，市民反映黄浦区顺

昌路靠近太仓路口的路牌被行道树遮挡。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全

市已通过修剪解决了796处行道树遮挡问题，绿化部门通过三种

方式尽可能解决树与牌、树与灯、树与线之间的矛盾。

10分钟修剪完毕
8时45分许，记者来到顺昌路近太仓路路口。在顺昌路由南

往北方向，一块写有“太仓路”的路牌被行道树枝条遮挡住了，从

驾驶员行车视角看，路牌被茂密的树叶遮挡得严严实实，无法看

清路名。赶到现场的市绿化管理指导站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通

知黄浦区绿化管理部门，要求作业人员尽快赶来处置。

9时许，负责黄浦区部分区域行道树修剪的上海金锐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作业人员赶到现场，开始修剪。工人们先用警戒带围

出安全作业范围，再用高枝锯修剪靠近道路一侧的树枝。由于从

各个行车角度看，前后两棵树的枝条均会影响视线，因此工人一

连修剪了两棵悬铃木。

约10分钟后，修剪完毕，工人将掉落在地面上的枝条收集到

垃圾车中，再将地面清扫干净。

今年已修剪796处
行道树是有生命的道路基础设施。据悉，上海目前有行道树140

多万棵，交通标识牌50多万块，行道树与交通标识牌之间的矛盾逐渐

显现。“今年以来，我们联合市道运局、市交警总队对市民反映的‘树牌

问题’进行专项调研，提出了三种处置方法。”接热线电话时，邓建平表

示，“首先，是加大修剪力度，尽量通过修剪解决。第二，是考虑将部分

指示牌适当延伸、延长。第三，是通过修剪或延伸无法解决的，考虑

在指示牌旁寻找没有遮挡物的地方，适当将牌子挪位，解决矛盾。”

记者从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获悉，今年截至6月30日，绿化部门

已通过修剪解决了796处的矛盾。同时，对于部分无法通过修剪解

决的遮挡矛盾，市绿化市容局与市道运局充分沟通，建立矛盾处置

示范点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此外也与市道运局、市交警总队建立

健全发现、沟通、处置的长效工作机制，力争在市民提出诉求前发现

问题，做到尽早发现及时处理。

修剪只是治标，如何治本？据悉，下阶段绿化部门还将采取一

系列措施，从源头上解决矛盾。比如计划将“树牌”矛盾纳入网格化

巡查范围，通过全市约8000位网格巡查员的日常巡查，及时发现矛

盾。此外，与道运部门、市交警部门建立行道树与交通标识牌矛盾

数据库，在树木生长旺盛的季节，增加检查与处理频次。此外，今后

在新建道路设计规划时，绿化部门力争跨前参与到道路各要素规划

设计中，从设计源头规避“增量”矛盾。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住宅装饰投诉中心主任谢
頔介绍，装修纠纷主要涉及增加项目、施工质量、拖延工
期、账目不清、维修拖拉等方面。

其中，装修合同签订后再增加项目价外加价，是一些公
司装修费用“低开高走”的表现形式之一。项目增加的情
形，既有原来预算时有意无意地少报水电管线、插座点位数
量；也有一些市民不知道的隐蔽性材料，如防止墙壁粉刷后
开裂的挂网；还有一些本来就应该进行的拆旧项目。

质量问题则多表现为偷工减料、施工工艺不佳（如贴
瓷砖空鼓过多等）。拖延工期方面，对合同违约条款所说
的按日计算赔偿金，有的装修公司为减少自己责任，会将

“日”理解为工作日，而业主，一般会要求按自然日计算。
怎样才能不遭遇或少遭遇这样的麻烦？谢頔按装修

顺序给予支招：
挑选装修公司前，可以先做功课，关注企业注册资金、

从业时间、行业备案情况等方面。一般来说，注册资金多
一点、从业时间长一点、行业有备案的装修企业，对口碑更
在乎，信誉度也更好，能承担的责任也更多。

签订装修合同时，推荐使用由主管部门指导，协会编
制的《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示范文本》。该《合同示范文
本》逐年修订，越发完善，可以较好地保护签订合同双方的
权益，也可以有效避免合同中缺条漏项造成的法律风险。

由于合同一旦签订就生效，签合同时，业主需特别留
意合同附件中名目繁多的材料清单上有无漏项、减项，是
否有“按实计算”或“按实结算”。这样的表述，多“隐藏”于
清单中的水电材料“备注”栏或清单最后文字比较多的“说
明”中。如果有，就要特别当心地询问装修公司，材料预算
到底充不充足。如果确实不充足，要进一步要求装修公司
给出准确的数字。否则，原来清单上所说的相应材料数量
与金额，就会被要求“按实计算”或“按实结算”，给装修公
司变着法子加价的空间。

在装修阶段，需特别当心装修人员“花式忽悠”业主增
项，如果的确有不得不增加的项目，不论多还是少，都不能
因装修事多嫌麻烦图省事，必须与装修公司签订或填写书
面变更单，并至少拍照留底以绝后患。如有可能，可以要求装修公司
出具一式两份的项目变更单。

谢頔还透露，为帮助消费者“避坑”，上海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还
提供了《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以及装修全流程涉及到的
施工技术规程、验收标准等，供消费者免费申领。消费者如有需要，也
可以在工作日拨打该协会咨询热线   -        ，每周五的协会咨询
开放日，还会有行业专家值班。为帮助消费者甄别市场中的“泥”和

“沙”，该协会今年将重点开展住宅装修全过程行业监督服务试点工作
暨住宅装饰企业星级服务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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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女士定制书橱的板材比合同约定的薄，且因塌陷，只好用书
垫起顶着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志愿者 沈喻元 摄

■ 曹先生家天花板上
的丝缝成了增项理由

■ 第一个装修公司离场后，第二家装修公司仍
未进曹先生家施工

■ 曹先生家打进地板的手指大小木
塞成了要增加防水项目的理由

现场处置

▲ 修剪前路牌几乎隐形

▲

修剪后露出“真容”
见习记者 曹博文 摄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夏韵 志愿者 沈喻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