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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站开到居民楼 扰人不断
楼上直播卖冰鲜肉 邻居叫苦

———“居改非”引发问题一箩筐

    提供预付卡，推出高折扣让利，

是健身、洗车、美容美发等行业的
“标配”服务。市民办卡后出现问题，

退卡却成难题。近日，多名市民致电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他们办卡

的健身房疑似关停，申请退费却无
人处理，维权艰难。

家住普陀区的市民王先生称，
自 己 在 中 江 路 858 号 的 BM

FITNESS健身房办了一张 5年有效

期的会员卡，距离合同失效还有 3

年。年初，部分健身设施被搬走，健

身房外贴了一张违建告知单，却未
主动跟会员沟通后续事宜。王先生

的会员卡成了一张“空头支票”，是

去是留，他苦恼不已。
记者联系位于长宁区通协路

269号 BM FITNESS贝菲特健身总
部，相关人员称，中江路 858号的健

身房属于另一家公司，贝菲特不了
解，无可奉告。

对此，858 号门店的销售人员

也没有给出明确解释。销售人员称，
搬离原有地址，是受疫情影响，门店

是有营业资质的，而执法部门告知

其没有产权。“怎么解决还需等待通

知。”门店负责人称，消费者可将卡
转至双流路 28号的门店，如果想申

请退费，也需等待通知，具体信息会
以短信形式发送给所有持卡会员。

浦东新区唐安路 588号威尔士
健身会所（皇廷世纪店）的新会员徐
女士也有些苦恼。她 1月初没挡住

销售人员甜言蜜语的攻势，办了一
张 5000元健身卡，约定 2月开通。

但疫情期间，这家店一直关闭。徐女

士多次与门店销售和威尔士总部客

服沟通，均被告知“未复工，开放时
间待定，可转去其他门店开通会员

卡”，并拒绝退费。徐女士表示，其他
店离家远，出行不便，无法接受。

记者联系威尔士总部，工作人
员称，会尽快向上级反馈。记者又联

系帮徐女士办卡的顾问陈小姐，陈

小姐不知皇廷世纪店何时开门，退
费事宜需联系总部。截至发稿前，徐

女士说，已接到威尔士健身会所的

电话，店方表示会办理全额退款，正

在走审批流程。
近期，上海单用途预付卡协会

向信用等级 C级以上、履行守信承
诺并自愿亮出信用名片、接受市民

监督的 111 家连锁实体发卡企业
2942家门店发放了首批信用铭牌。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谨慎选择交

易对象，理性消费，警惕高折扣背后
的高风险。

本报记者 杨玉红 志愿者 苏孜颖

健身预付卡高折扣暗藏高风险

卖卡时花好稻好 退卡时千难万难

    上海 2018-2020 年计划完成

30万户老旧住宅燃气立管改造，截
至 2019年底，已完成改造 22万户。

今年，改造工作纳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全年计划改造 9万户。上海燃气

有限公司介绍，受疫情影响，改造施
工延期到 5月开始。截至 7月底，克

服重重困难，已完成 3.64万户立管
改造，占 9万户全年目标的 40%，

接下来将加大力度，力争在 9月底

完成剩余部分。
昨天上午，记者走进杨浦区长

海二村，居民傅兴生家的老旧燃气
立管已改造好。“蛮好，改造蛮快

的。”指着厨房里新装的燃气管道和
燃气表，傅兴生有点激动，“改造以

前多少有点顾虑，比如施工灰尘、噪
音、会不会影响做饭等。后来发觉，

我的顾虑，燃气部门都想到了。他们
把新管道从外墙接进厨房，从吊顶

接到吊柜，三下五除二，一个小时就
完工，并迅速恢复原貌。”

施工人员告诉记者，对每一户

居民，他们至少要上门五次。“第一

次，查看现场，初步设计管线走向
图；第二次，请业主确认管线走向，

确认一个门洞里有多少居民在家配
合施工；第三次，确认施工时间，检

查老旧燃气管是否有渗漏；第四次，
拆下旧管线，铺设新管线；第五次，

将新管道里的空气放掉，送气。”施

工人员说，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经
常从早上七点忙到下午五点，工作

“一环套一环”，全身几乎没干过。每
户施工时间平均一小时，居民正常

用气没受影响。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垃圾箱房扩建升级，与规划图

不符，转运商户餐厨垃圾，异味刺
鼻……佘山镇桃源路 688弄的商

先生饱受违建困扰。他反映，江秋
新苑 239号附近的垃圾箱房建设

不符合小区规划总平面图，错了位
不说，还从一间扩建成两间。商先

生发现，垃圾箱房“兼职”回收小区

门口餐饮商户的餐厨垃圾。“天气
热，地上都是油腻污渍，保洁人员

每次冲洗窨井盖，臭气熏天！”
垃圾箱房是不是违法建筑？在

商先生向记者展示的小区规划图
和卫星历史影像中，箱房离现在的

地址有一段距离，1.0版箱房披着
黄色外立面、顶着砖瓦结构的屋

顶；扩建后的 2.0 版，多了灰青色
墙面、铁皮屋顶的建筑，面积扩大

了一倍之多。“我通过政府门户网

站上的公开信息查找到了小区规

划图。”商先生表示。
记者注意到，垃圾箱房前面就

是一排窨井下水，距离隔壁住房约
五米；右侧是污水泵池，四周围起

了绿色铁丝网。商先生说，污水泵
池原来会堆积大型建筑垃圾，现在

物业已在泵池外立起了围栏，写明

“严禁在此随意丢弃生活垃圾及大
件堆物”。但针对是否回收非本小

区的餐厨垃圾，物业相关负责人许
先生没有正面回应。

“这个垃圾箱房困扰了我 12

年，挪位、扩建，越来越逼近我家，给

我和邻居们带来很大困扰。”商先生
已于 7月 16日向佘山镇拆违办投

诉此事，15个工作日过后，仍未收
到回应。他急切期待得到明确答

复———垃圾箱房是否属于违法建

筑。“若是，希望尽快拆除；若不是，
希望能够出具审批及规划文件。”

本报记者 钱文婷 志愿者 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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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改非”现象由来已久，由于

房租、物业费较低，业主擅自将居住
房屋改变为非居住使用，从事商业、

办公、仓储等行为。近日，不少市民
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任性邻

居将住宅改成商用房，存在安全隐
患，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居民住房成快递站
家住浦东新区尚桂苑的姚女士

反映称，11号103室业主将居住房改

成了菜鸟驿站，供周边居民寄取快
递。“我家正在装修，大门经常打开，

驿站人员走动多，有些人还会进我
家。”让姚女士难以忍受的是，从早

到晚，取件人员不顾她和邻居的感

受，噪声严重扰民，“给小区安全也
带来隐患！”

姚女士说，菜鸟驿站原本开在

12号101室，被居民举报后，搬到了
11号103室，但“居改非”的性质没

变。她展示的一张菜鸟物流截图显
示：地址在尚桂苑12号101收发室。

记者就此事致电尚桂苑物业，
物业回应称：“驿站负责人承诺，会

在一周左右后搬走。”不过，令姚女

士担忧的是，“口头承诺”可能又是
一张“空头支票”。“他们习惯‘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希望相关部门好好
管管，不能再放任下去了！”

无证托儿所存隐患
家住奉贤区的李先生向夏令热

线反映，泰日社区7624号202室把居

住房改成了托儿所。“里面约有20个
小孩，还有两个大人，都没有教师资

格证。”他说，托儿所7月1日开办，一
个多月来多次投诉，但还是好好地

开着。

李先生说，正值暑假，能够理解

一些家长无暇照看孩子，一些“托儿
所”便应运而生。“不过，凡事都要讲

规矩，无证托儿所直接开在居民小
区，隐患很大。万一出了安全事故，

谁来兜底负责？”
记者从执法部门了解到，今年7

月13日，奉贤区金汇城管中队曾赴

现场查证，当时，被投诉人表示，会
尽快将学生安排到有资质的机构。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一切照旧。
李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

强执法，尽快取缔“居改非”的违法
行为。

居住屋变身直播间
家住浦东新区浦建路60弄澳丽

花苑小区的徐女士来电反映，10楼

住户做直播卖牛肉，她住9楼十分苦
恼，天花板近期频频发霉、结露。

6月下旬，徐女士发现客厅天花

板上突然出现一块约2平方米的霉

斑，到10楼察看发现，楼上邻居家客
厅摆了一套直播设备和三个冰柜，

其中一个正在严重漏水。原来，该屋
2年前对外出租，现租户在网上专营

进口牛排、猪肉等生鲜。房内平时不
住人，最近一到晚上就开始直播卖

货，冰柜用来储存直播所需展示的

肉类。
徐女士上楼沟通后，租户将漏

水冰柜换成了新的卧式冰柜，但问
题仍未解决。7月7日，徐女士家餐厅

和客厅的天花板上，密密麻麻挂满
水珠，约20平方米。她得知，楼上租

户夜间将立柜空调设为最低温。“楼
上阳台玻璃结满了水珠，地板材料

隔热防水效果差。”她认为，天花板
结露，症结就是楼板上下温差过大。

多方协调化解纠纷
“如果楼上继续当冷库用，我家

还会结露、发霉。”徐女士说，10楼租

户每周直播4天，晚上11点后还传出
说话和移动桌椅的声音，影响楼下

休息。她还强调，租户涉嫌“居改
非”，擅自将住宅改为非住宅使用。

目前，属地城管部门对此尚未认定。

属地塘桥街道南城居委会工
作人员介绍，经调解，10楼房东已

向徐女士打电话道歉，双方就赔偿
事宜还未达成一致。该工作人员还

说，居委会、物业和民警等一起进
过屋内查看，确实感觉室温较低，

但无法确定低温对徐女士家产生

的具体影响。居委会回应，上海今
年遭遇超长梅雨季，徐女士家出现

发霉，不能完全确定“祸首”就是楼
上冰柜。居委会将尝试通过主持签

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方式，尽快帮
忙解决纠纷。

本报记者 夏韵 徐驰
志愿者 金彦彤 钱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