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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徐汇区老沪闵路 728 弄 38 号的居

民陈老伯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楼内
602室居民占用楼顶公共面积，搭建鸽棚，饲

养鸽子。炎炎夏日，周边环境脏乱差，让四邻
苦不堪言。

环境脏乱隐患丛生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老沪闵路 728

弄的体苑小区。据陈老伯回忆，2016年以来，
楼顶的大部分面积均被 602室业主占去，用于

养鸽。“他养了最起码 80多只鸽子，这些年来，
鸽声吵闹、臭味难闻，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

记者爬到 6楼，抬头望去，通往屋顶的一

扇木质拉门映入眼帘。叩开 602室的大门，业

主承认自己确实在顶楼饲养了鸽子。“但是，我
是持证的呀！”为“自证清白”，他熟练地支起搁

在楼道里的活动楼梯，邀请记者“上去看看”。
顺着梯子，记者爬上楼顶。原先的平改坡

楼顶，已完全成了一座结构严密的“鸽舍”：南
侧的墙壁被 20来只大小整齐的鸽笼占满，一

张“冠军鸽证书”被张贴在最醒目的位置，一
只节能灯发出幽暗的光，一台老旧的电扇正

呼呼地吹着风。记者观察到，鸽笼为木质结
构，地上杂物、垃圾乱堆，消防安全隐患丛生。

屋顶北面的鸽棚面积较小，但也挤进了
数只鸽笼，天窗的窗棱上沾着许多鸽毛；屋顶

南侧则是两间大鸽棚，养着数十只鸽子。“你

看，这就是拿了冠军的鸽子！我‘进价’就很贵

了，现在‘身价’更是不得了……”业主向记者
表示，“这里的面积大概有 40多个平方米吧，

养了大约八九十只鸽子。这里本来不通电的，

我从楼下家里拖过来的……”呆在这样狭小、
闷热、密闭的空间，记者很快汗流浃背。胳膊

上、小腿上都起了红疹子。更让人难以忍受
的，是一阵阵扑面而来的腥臭味。

为了一观房顶全貌，本报记者放飞无人
机。无人机升空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屋

顶南侧外部，“吊”出了一只白色的大型鸽棚，

5只鸽子正在里面悠然自得地散着步。可是，
鸽棚就这样悬在屋顶外，让人无法心定：且不

说鸽子的排泄物等会直接影响周边环境，一
旦台风来临，将它吹落，后果不堪设想。

城管责令限期整改
在现场，小区居委会和物业工作人员坦

言，他们也曾与养鸽业主沟通过，但对方无动

于衷。“楼下居民意见确实很大，我们也劝他
减量化，逐渐少养一些。”

长桥街道城管执法中队 3名工作人员现
场查看后表示，将进一步约谈业主，调查情

况。而针对该业主搭建在屋顶外部的鸽棚，城

管队员当场开具了一份《责令整改通知书》，
要求立即限期整改。

记者又致电上海市信鸽协会。经核实确
认，该户居民确为协会会员，持证养鸽。“虽然

有证，但是如果扰民，或者违法搭建，协会是
否会指导、规范会员的行为？”对此，市信鸽协

会称，《上海市信鸽活动管理规定》对会员存

在约束效力，但具体事务还需联系所在区的
信鸽协会。

记者提出，市信鸽协会工作人员能否也
前往现场核实查看，但得到的回复是，“我们

希望收到投诉工单后，由区信鸽协会进一步
管理。”对方还直言，不建议记者自行前去现

场解决，理由是：可能导致“各部门间监管政

策不统一”等问题。
对此，居民们表示，“作为行业协会，更应

约束会员的行为，证不是‘一发了之’的，需要
加强后续管理！”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敦

促业主，适量养鸽，同时做到清洁卫生，消除
安全隐患，“让大家能定定心心过日子！”

本报记者 徐驰 志愿者 宋心语

    虹口区乐先生：苏州路四川北路乍浦路

有禁止机动车通行标志，但此处近一个月有
机动车进入卸货，巡查人员未良好管理。

浦东新区朱先生： 东南三村南门祝家港
路上消防通道停满车辆，小区内每个楼层

也缺少消防灭火设备，有消防安全隐患。

虹口区黄先生： 四川北路 2386号先启

半步癫小酒馆每晚用外置扩音设备叫号，

2298号附近有人用音箱外放音乐跳舞，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黄浦区胡先生：复兴中路 499-503号地

块多年来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产生水费，竟
是因为市民家的门牌被盗用导致家用水被

他人共享，请有关部门解决。

长宁区信先生：通协路协和路道路夜间
施工，噪声扰民，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并管理。

黄浦区赵女士： 五里桥路 210弄 7号
701室违规将晒台搭建封闭。

浦东新区刘先生：南园路 99弄 83号存
在居民长期占用公共道路行为， 影响他人

通行。 志愿者 胡天慧 宋心语

打球像蒸桑拿 洗澡要增压泵大热天
烦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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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 志愿者
何婧文）上午，路过宝山区沪太路
潘广路口的市民发现，潘广路右

侧车道上方一块直行交通指示牌
变成“直行+右转”的可变车道显

示屏，同时，地面原有右转弯标线
改成锯齿形可变车道标线。宝山

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设施科科长

贺云峰介绍，潘广路早晚高峰时
直行车辆多，但该处原来三根车

道中仅中间一根直行车道，最右
侧车道早晚高峰改为“直行+右

转”可变车道后，可缓解拥堵。
记者从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

发展中心获悉，这还只是上海今
年道路交通缓拥堵项目中的措施

之一。全年计划中的道路交通缓
拥堵项目已完成 34项。如宝山区

国权北路（三门路-何家湾路）道
路改建工程主线全线贯通后，原

有“路抛式”公交停靠站全部改建

为“港湾式”停靠站。浦东新区锦
绣路（浦建路-锦安西路），就在

北向南方向，增加 1根左转专用
道。松江区泗陈公路与横港公路、乐都路与

玉树路路口均增设左转弯车道，横港公路与
泗陈公路路口进行了路口渠化改造。而普陀

区金昌路-交通路道路新建、改扩建工程，
在外环 S20至交通路段设置了一条潮汐车

道，解决道路两端车道数量不匹配问题。
市道运中心副主任钱钟达表示，将在第

三季度集中开工一大批可变车道和港湾式

车站改造等拥堵点改造项目，主要覆盖中心
城区及五个新城中存在严重拥堵矛盾的区

域，切实提升市民出行的便捷度与舒适度。

为民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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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顶养鸽 声音吵臭味大
鸽棚悬空 头顶安全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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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将约谈鸽主 居民期待行业协会多约束
记者调查

▲

楼顶南侧搭建的鸽棚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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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38℃，39.1℃！昨天，上海中心城区

在不断刷新今年最高气温纪录。但令人遗憾
的是，一些地方还有“水小火热”窘境：空调久

坏未修，水龙头“流眼泪”。

>>> 闵行颛桥镇文体事业发展中心

空调坏了20多天没修好
昨天，市民张先生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投诉称，位于闵行区都市路 2699号的颛桥镇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内，乒乓球房的空调
坏了 20多天，一直没修好。“那里是我们打乒
乓的老地方了，现在天气那么热，空调不能
用，如果打球中暑了怎么办？”张先生坦言，考

虑到乒乓球室在高温中变成“桑拿室”，有的

球友只能忍痛割爱。昨天下午，记者一到颛桥
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的一楼，就感到非

一般之热。现场工作人员介绍，2楼与 3楼都
有乒乓球室：2楼球室为营利性质，里面空调

正常开；3楼乒乓球室每天上午 9点至 11点

免费开放两小时，其余时间关闭，也装了空

调，但空调坏了。
空调坏了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能修好？

一楼前台工作人员直言“不知道”。记者辗转
找到 3楼的物业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虽然不

知道空调坏的准确时间，但印象中，3楼乒乓
球室的空调在一个月前就已坏了，不过，他们

只负责文化中心的物业管理，不负责乒乓球

室等体育中心的物业管理业务，爱莫能助。
走访中，有人透露，负责颛桥镇文化体育

事业发展中心内体育中心的物业管理外包给
其他单位了，然而，具体是哪家外包单位来负

责乒乓球室的物业管理，接受记者咨询的多
人均表示“不知道”。

>>> 嘉定丰庄一村

居民家水龙头“流眼泪”

酷暑之中，何先生等居民也很难受———
家里的空调虽然运行正常，但自来水让他“流

眼泪”。何先生住在丰庄一村的 6楼，打开厨
房水龙头，虽然水能流出来，但流到台盆都听

不到声音；打开卫生间的花洒时，水流更细更

缓———有的花洒孔甚至只是滴水。何先生说，

这样的情况在一次供水方面的改造后，于
2019年 6月开始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家里的

林内热水器也不能点火烧水了。经检查发现，
原因在于水压过低———经测试，他家表前水

压只有 0.03兆帕，远低于上海自来水公共管
线末端不低于 0.16兆帕的标准，也低于他家

原有及后来所买热水器点火烧水最低水压要

求。考虑到水管从公共走廊到水龙头，一弯再
弯，到热水器前的水压更小，何先生买下新热

水器后，一直没有提回家安装。由于水压小，
何先生在家里安装了增压泵，但是，增压泵不

但耗电还坏过，维修一次就花了近 200元。
同何先生一样，他隔壁的邻居家也安装了

增压泵。只不过，那位邻居将增压泵安装在走
道里，坏了后直接换了新的。“如果没有增压泵，

热水器肯定带不动，没法正常洗浴。”丰一社区
居委会一位也住在该小区 6楼的工作人员坦

言，该小区 6楼水压不稳，6楼住户一般都安装
了增压泵。而记者在该小区走访，该小区居民

用水来自楼顶水箱，而非变频增压供水。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志愿者 李舜杰 何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