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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太扎眼
业主金女士告诉记者，这些天，她在小

区中看到，有工人正在为一幢楼的外墙刷涂

料，涂完后新粉刷的区域呈纯白色，亮度很
大。“补丁”颜色和外墙原貌色差十分明显。

金桂苑共有 6幢单元楼，约 800多户。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里的几幢住宅楼经过

几十年日晒雨淋，白色外墙逐渐发黑发暗。

而几块“补丁”各自分布在不同的大楼上，几
十米之外也能清晰看到，抢眼程度可见一

斑。值得注意的是，新粉刷的几块“补丁”均
涂在窗户周边，大小不一。

目前，小区共有 5户人家做了新粉刷，

材料是防水涂料丙烯酸。部分业主觉得，这种
“打补丁”的方式破坏了小区整体外立面，如果

物业不加制止，可能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业
主效仿，最后会导致所有大楼都成了“大花

脸”。还有的业主认为，5户人家饱受多年漏水
之苦，这也是逼不得已的办法，情有可原。

没向物业报备
个人自行修补外立面是否“合规矩”呢？

对此，服务金桂苑小区的上海海鸿福船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回应，按相关规定，小
区业主做装修、修缮等施工项目，需报备物

业公司同意并签订安全承诺书，但这 5户在
涂刷前都没有按要求报备。对方说，现在确

实影响了外墙美观，所以物业公司已要求这

些住户重新涂刷一次，涂刷成透明色，尽量
向外墙原貌颜色靠拢。不过截至发稿前，几

块“补丁”还没有被重新粉刷。
记者拨打 962121上海物业服务热线咨

询。接电的工作人员回答，根据《上海市住宅
物业管理规定》，“业主、使用人应当遵守国

家和上海的相关规定以及临时管理规约、管

理规约，按照房屋安全使用规定使用物业。”
其中明确指出，“禁止破坏房屋外貌。”至于

像金桂苑这样的“打补丁”属不属于破坏房
屋外貌，962121热线工作人员表示，这一点

要由城管执法部门和相关专业部门来认定。

维修资金缺乏
是否属于法规中的“破坏房屋外貌”有

待讨论认定，但金桂苑外墙长期渗漏，却是

不少业主在现实生活中整日面对的苦恼。业
主毛先生告诉记者，金桂苑是上海第一批商

品房小区，于 1997年建成，到现在已有 20

多年的房龄，原配的窗户胶水老化，加之外
墙上各种孔洞较多，外墙有裂缝不可避免。

几年前，他家中重新装修，特地重点做了防
水，但这两年渗漏仍然存在，家中墙面纷纷

脱落、起鼓。“尤其是到了台风天，心里更是
慌得不行啊！雨水渗进来，脸盆、毛巾不够

用，卧室、阳台统统遭殃。”毛先生说明，外墙

“打补丁”治标不治本，采用的涂料基本只能
维持一二年，期限一过，还是会发生外墙渗

漏。近 5年来，物业接到报修后一直在“修修
补补”，可惜效果甚微。怎么才能根治渗漏，

或者说几年内不发生渗漏，这才是当下金桂
苑小区亟需解决的问题。

若整个小区一起做防水维修，首先要解
决资金问题。金桂苑小区业委会主任马先生

心里有一本账：现在小区维修基金尚有 100

万元左右，“打补丁”事情发生后，业委会开

过好几次会讨论解决方案，始终没找到“看

得见出路”的方案，最棘手的还是在资金上。

如果采用防水期限长的顶级材料，涂料每平
方米 500元，6幢楼全部维修一遍价格高昂，

用光了维修资金，还要续筹费用，可操作性
和业主能接受程度相当低。

“这剩下的 100万元维修基金，每一分

都不能乱花。”马先生表示，更多的资金要留
到电梯故障、外墙脱落等严重影响居住安全

的应急维修上，不能随意使用。作为小区业
委会代表，10月中旬，他来到属地康健街道

房管办求助。但针对资金、维修工艺等几个
关键问题，房管办表示爱莫能助，街道提供

不了相关支持。
业委会另一位成员陈先生透露，近期业

委会准备做一次业主征询，使用普通涂料涂
刷所有外墙，先做应急处理，避免其他业主

私自涂刷导致更多“补丁”出现。陈先生指
出，售后公房、旧式里弄等老旧住宅小区，有

改造小区的专项维修补贴，但像金桂苑小区
这样的沪上第一批商品房小区因由于缺乏

政策指导、没有专项维修补贴，一旦因房屋
老化发生修缮问题，只能靠小区自身的维修

资金，常常是捉襟见肘。不少金桂苑的业主
希望，针对房龄久的商品房，有关部门能提

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技术保障和维修补贴
等，加强对小区业委会的指导和服务，让早

期商品住宅同样变得环境宜居、美丽和谐。

本报记者 夏韵

小区维修基金不足
业主自行“打补丁”

    沪上早
期商品房小
区遭遇修缮
尴尬

    市民汪先生反映，位于中山南二路靠近大木桥路至

小木桥路的北侧人行道非常宽敞，也建有盲道。可是，盲
道并不是一直与人行道“相伴”，经常“断断续续”，这无

疑给视障人士出行带来不便。
记者来到中山南二路靠近大木桥路，看到一侧人行

道的红色盲道铺设在道路中央；可是，没走多远，盲道却
突然“中断”，再走一段路，才能看到盲道。“盲道一

段有一段没有，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汪先生直言，设置盲道是为视障人士出行方便所做的

实事，岂能有一段没一段的。记者还在采访时看

到，一些盲道旁边还停着不少共享单车，也很

容易给视障人士行走造成安全隐患。

对此，汪先生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尽
快将盲道铺设到位，方便特殊群体

的安全出行。

本晚记者 徐驰

    为便于老年人出行，上海推出

了纸质版“随申码”，60周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可在线下自助终端机免费

申领纸制的离线“随申码”，有效期
180天。但是，有部分老人致电“帮侬

忙”反映，他们带着纸质版“随申码”
出门时，却屡遭拒绝。

80 岁的陆老伯夫妇去天山路

888号虹桥艺术中心一家电影院看
电影，当时离电影开场只剩 10 分

钟。当把纸质版“随申码”递给检票
工作人员查看时，对方丢来一句：

“这个没有用，要用手机扫码。”陆老
伯向对方解释，这是上海市政府为

方便老年人出行的惠民举措，工作
人员只要用随申办 App 扫纸质码，

就能看到自己的出行状况。然而，不

论他如何解释，对方还是不认可，强
调这是上级规定，称如果无法用手

机扫码，就必须在工作本上登记个
人信息。

僵持许久，电影早已开场，陆老
伯和老伴在工作本上留下了个人信

息。陆老伯说，次日去另一家影院观

影，拿出纸质版“随申码”，畅通无阻。
这样的情况并非特例。市民曹

女士反映，她带着 72岁的外婆去南
翔镇南翔小笼馒头文化体验馆参

观。进馆时，当她出示了外婆的纸质
版“随申码”后，仍被拒绝进入。“我

们没有接到通知可以用纸质版健康
码，现在只能用手机认证。”曹女士

反复交涉，但对方态

度强硬，始终不愿放
行。无奈之下，曹女士

只能带着外婆离开。在她看
来，目前大部分线下展馆都是认可

纸质版“随申码”，但不乏有些地方
在政策落实方面还有欠缺，执行过

于“僵化”，给老人带来不便。

由于纸质版“随申码”容易丢
失、破损，不利于长期反复使用，近

期“离线码”卡制版也开始试点，将
在全市推广。为此，老年人呼吁，作

为政府惠民举措，希望下次不论带
着纸版“随申码”，还是卡版“随申

码”，都不要再碰壁了。
本报记者 季晟祯

纸质版“随申码”被拒
频碰壁老人很无奈

盲道怎能时断时续？

外墙渗漏“久治不愈”，业主自行找来施工队维修，这在徐汇
区虹漕南路99弄金桂苑小区中引起了很大争议。粉刷上去的颜
色和外墙原貌格格不入，犹如“打补丁”，非常突兀扎眼。修补外立
面渗漏，为何不动用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统一涂刷？

专项维修补贴缺乏，维修基金不够，这成了沪上早期商品房
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 外墙漏水， 一些
居民家中墙面受损
严重，十分糟心

■ 金桂苑小区外墙上的“补丁”影响房屋外貌美观 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