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蘑菇租房”用户拿到退款
新闻追踪

    本报讯（记者 夏韵）本报 7月

12 日第 5 版刊登《收电费勿清爽
退房租勿情愿》一文，反映市民刘小

姐通过“蘑菇租房”App与人合租，
突遭房东提前解约，还被“扣押”剩

下的租金和押金。7月 20日晚，刘
小姐再次致电记者，称房东不打招

呼闯进她租住的房子，把房内家具
等乱砸一通，不让她继续居住，也不

肯退租金。刘小姐报警求助，直到民

警到场，房东才退还租金和押金。

7 月 22 日，记者联系“蘑菇租
房”公关经理叶先生。他介绍，目前

房东已退还租金、押金，加上补偿的
一笔搬家费，刘小姐共得到 4408

元。针对投诉渠道不畅的情况，叶先
生回应，平台官网上的 400客服热

线号码有误，此前一直没有来得及

修改，现在已经改成用户能打得通
的新电话号码。此外，他表示，如果

个别房东有过激或违法行为，平台
调查属实后，将按规严肃处理，必要

时下架当事人的房源，停止合作。

    分错类别的垃圾，别想“溜出”

陆家嘴中银大厦的门。周五临近下
班，保洁阿姨唐朝英拿着几包旗帜

形状的磁性贴，来到 15楼中国银
行上海市分行个人金融部。茶水间

旁的走廊处贴着一张“生活垃圾分
类情况汇总”表，整层员工垃圾会

不会分、分得正不正确，都由她来

打分。打分用的磁性贴分为 3种颜
色：红色小旗代表合格，黄色代表

基本合格，绿色代表不合格。

唐朝英说，绿色磁性贴基本没
有出场机会，有极个别黄色小旗，

是因为可回收垃圾和干垃圾混投。

“总体来说，个人金融部的工作人
员垃圾分类习惯较好，合格率达

95%以上。”她评价道。
15楼办公室内，中国银行上

海市分行个人金融部每列员工工
位的前后两端均摆放着“定制款”

二合一垃圾桶。个人金融部主管梅

铨说：“办公区域的垃圾分类收集
其实最难。我们统一配置干垃圾、

可回收垃圾二合一垃圾桶，并与物

业共同制定分类收集流程，由离垃
圾桶最近的员工包干，保洁阿姨监

督做到不分类不收集。”湿垃圾则
统一倒在茶水间的湿垃圾回收桶。

“保洁阿姨用红黄绿三色图标
给每个编了号的垃圾桶打分，哪个

需要返工分类一目了然。”个人金

融部客户经理余嘉补充说明。
本报记者 谈璎 钱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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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驻扎石龙路，昼夜“营业”不发动，非法广告明着打———

申城进入“烧烤模式”，一些顶层居民苦不堪言———

隔热板缺损,“桑拿房”让人怎么住
今日投诉

地铁口这辆面包车如此嚣张？
记者调查

    面包车一般是用来开的，但这

辆依维柯面包车却长期“驻扎”在 3

号线石龙路地铁广场上。它没有牌

照，没有发动，车内空调却一直在
运转，后排座椅被拆除，车外电子

显示屏还为一些非法业务打广告。
“公积金不是不好取现的吗？

这里怎么说可以取现呀？”向本报

夏令热线反映这一情况的市民许
先生说，这辆面包车已经停在石龙

路地铁口好几个月了，颇为奇怪。
许先生怀疑面包车里在做一些违

法的事，“背后可能还有团伙，不然
怎么敢明目张胆地在地铁站旁边

招揽生意？”

滚动广告
接到许先生投诉后，本报记者

多次前往现场，发现这辆面包车确

实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刮风还
是下雨，都停在地铁广场上。

车身装有两块比较大的电子

显示屏，滚动显示“公积金取现”
“信用贷款”“奢侈品抵押”“注册公

司”“代理记账”等广告语；比较诡

异的是，车子前后都没有牌照，挡

风玻璃等处均被“白条取现”“花呗
取现”“代还信用卡”“代办公积金”

等一块块广告遮挡；此外，车身还

贴着两张以警察为主人公的漫画。

广接“业务”

走进车厢，记者进一步发现，
除了前排的主、副驾驶座外，其他

座椅都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沙
发、办公桌、办公椅等设施，沙发边

有热水器，办公桌后有空调。
交谈中，自称姓胡的一名男

子称，这里确实能提供车身广告

中提到的各种业务，负责人是仇
先生，一般不在现场。胡先生直截

了当地说，所谓“公积金取现”业
务，其实就是以虚假购房形式套

取公积金。说着，他随手从办公桌
上拿出一张“代取”14万元公积金

的单据，上面写有客户“张先生”
的联系方式。

记者昨天拨通了张先生的电
话，他说自己出入地铁站时无意中

发现了这辆面包车。现场洽谈时，
胡姓男子也说是通过虚假房产交

易“代取”公积金，手续费高达 5.6

万元。由于这种方式看起来“很不

正规”，他当时比较忐忑，并没有完

成交易。

外接电线
这辆面包车里一直开着空调，

车身电子显示屏也日夜不停地滚

动显示广告，但是车子却并没有发
动。记者仔细观察后发现，车辆的

电力来源于车后外接的一根电线，
电线从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边一

栋废弃小房子里接出，颇为隐蔽。

长期驻扎
停车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负

责停车场管理的公司名为“日升”，

停车费为每天 20元、包月 500元，

长期停车是每月 450元，这辆依维
柯由胡先生与公司联系后长期停

放在此。
这辆看似“神通广大”的面包

车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本报将
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志愿者 万 灵

■ 不光白天，这辆面包车晚上也在招揽生意 本报记者 罗水元 摄

    宝山区王先生： 城银路园康

路、园康路市台路附近，长期存在
违停车辆，影响通行。

青浦区于先生： 秀泽路昱秀
欣苑东面， 每天清晨 5时开始施

工铺路，影响居民休息。

虹口区王女士：东汉阳路 338

弄宇泰公寓 8号楼 1302室， 有群

租现象，用作足浴店员工宿舍。

浦东新区乔先生： 大团镇邵

村村徐桥 317号， 两户业主在宅
基地门口搭建砖结构围墙， 约 2

米高，把门口公路拦断。

崇明区陆先生： 崇明区城桥

镇元六村 730号，房屋违规加层，

材料为水泥砖块混凝土。

金山区万先生： 龙翔路MT

酒店门口， 晚上 8时后有大量黑

车出没。

志愿者 洪韵佳 金殊羽

    这两天，上海连续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进入“烧烤模式”。申城已经
迈入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一些住在

顶层的市民却连连叹息：即便在家
不出门，也“难逃酷暑”，只要不开空

调，就仿佛住进了“桑拿房”。记者实
地调查后发现，原因是房顶隔热层

坏的坏、缺的缺，却长期无人管理。

“缺位”2年没有复原

杨浦区市光四村 117号 7楼
刘先生：

房屋的顶部隔热层遭拆除，天
气越来越热，家里像个“烤炉”。

记者爬上楼顶看到，破旧的隔
热板四处散落，楼顶的防水层直接

裸露在阳光下暴晒。刘先生说，原先
楼顶的隔热层是完好的，2017 年，

出于要给顶楼加固防水层的原因，
施工时将隔热层先行拆除，但在防

水层铺设完成后，却没有恢复原样。

去年夏天，刘先生向物业反映
过这一问题，对方表示即将统一安

装天井，让刘先生再忍耐一下。然
而，今年夏天当他再次询问进程时，

物业方却表示，项目还在走流程，具
体操办时间不清楚。

记者走访了市光四村物业，工

作人员表示已上报相关部门，很快
就会有专人前去修护。

年久失修无人管理

虹口区天宝路 388弄 6楼
赵先生：

居民楼建于 1989年，楼顶的隔
热层早已腐烂和损坏， 部分甚至直

接缺失，向物业反映多次无果。

当天下午，记者前往赵先生家。

室内十分闷热，进屋没几分钟，记者
便大汗淋漓、浑身湿透。

记者在高处俯瞰，顶楼隔热层
已经出现大面积腐烂发黄，更有多

处楼顶没有隔热层保护。

赵先生说，他几乎每周都要向
物业反映情况、询问进程，但问题迟

迟没有解决。
记者随后向当地居委会和物业

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对方表示，这

3排老楼没有物业管理，也没有成

立过业委会。目前，宏阳物业仅是暂
时托管。老旧房屋的问题，他们一直

十分关注。事实上，去年这片区域曾
被划为“美丽家园”施工项目，但居

委会向业主征询意见时，同意率刚
刚过半，未达到三分之二，致使项目

搁浅。“顶楼的隔热层已经年久失
修，如要动工需要整体铲平翻新，那

就必须启用维修基金。”
可是，由于该老小区没有业委

会，不能开会征

询，也就无法动
用这笔资金。所

以，维修问题一
直被“搁置”。

志愿者 霍笑颜
本报记者 徐驰

帮侬忙

银行员工做包干
保洁阿姨来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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