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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天蔽日 家中难见阳光
虹口区祥德路96弄10号居民反映，隔

壁的甜爱公寓在小区内种了一排水杉和一

排香樟树，经过20多年生长已经有七八层

楼房那么高，将自家房子完全笼罩在树荫之

下。尤其是香樟树的落叶落在屋顶，腐烂之

后将排水管道堵塞，导致屋顶漏水严重，墙

壁也因渗水而腐蚀，埋下安全隐患。

记者在现场看到，10号楼是建于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老房子，两层4户。甜爱公寓

则位于该楼北面，两者之间则有一排高大的

香樟树，最近的大树距离10号楼不足3米，

茂盛的枝叶将10号楼遮挡得严严实实。甜

爱公寓的东面还有一排水杉，高度同样超过

了屋顶。10号楼居民就生活在大树“两面夹

击”之下，不仅很难看到阳光，日子也过得提

心吊胆。“今年7月份，台风刮倒了两棵水杉

树，其中一棵正好倒在我们的屋顶上，把屋

顶都砸穿了！”10号楼的居民邓女士表示，这

两排树是甜爱公寓造房子的时候种的，20多

年来越长越高，越来越“挤占”到他们的空

间，但一直都没人来管。

浦东新区都林嘉苑南园26号楼居民同

样饱受隔壁小区的大树之苦。“我们这排房

子与隔壁翰锦苑小区只有一墙之隔，隔壁小

区的香樟树长势旺盛，全部长到我们这边来

了，阳光都被挡没了。”26号楼居民葛阿婆诉

苦道，两个小区都超过20年了，翰锦苑小区

在南面，里面的香樟树长到有四五层楼那么

高，茂密的枝叶将26号楼4楼以下朝南的窗

户完全遮挡，阳光都照不进来。“我们楼里老

人特别多，冬天想晒个太阳都不行，实在是

受不了。”

徐汇区王家堂小区15号楼居民与嘉汇

国际广场毗邻，同样也被广场内的一排香樟

树扰得心烦意乱。“这排树刚好就在我们楼

前，有五层楼那么高，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就

像一块幕布挡在我们楼前，阳光和通风都没

有了。”住在2楼的徐先生抱怨，楼前这排大

树已经困扰了居民多年，尤其在冬季，老人

们需要晒太阳、晒衣服的，非常不方便。向

相关部门也反映了多次，始终没人解决。

树木修剪 养护经费不足
根据今年3月1日最新实施的《上海

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居住区内

的树木生长影响业主或房屋使用人采光、

通风和居住安全的，业主或房屋使用人提

出修剪请求的，绿化养护单位应当进行修

剪，而居住区的绿化养护单位一般是由物

业负责。

然而，上述小区居民面临的是大树“越

界扰民”难题，如果要求对大树进行修剪，则

要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首先，要与对方小

区进行沟通，征求对方同意修剪。其次，修

剪的费用又该谁来承担？而在现实操作中，

“经费不足”往往就是一道最难以越过的坎。

祥德路96弄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向记

者坦言，老小区物业标准非常低，他们与甜

爱公寓物业多次沟通，希望他们能修剪大

树，但物业却表示“实在没钱”。7月台风来

的时候，居委会申请了一笔防台防汛专项经

费，对几棵影响到居民房屋安全的大树进行

了修剪，而日常修剪并无专项资金。

都林嘉苑居委会工作人员则表示，对于

居民的修剪诉求，物业方面也表示“有心无

力”。目前，居委会已经向相关部门打了报

告，申请一笔修剪树木的专项资金，如果能

批准下来的话，居民难题有望解决。

相比于两个居民小区，嘉汇国际因为是

商务楼，物业标准较高。王家堂小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反馈，在接到居民诉求后，物业的

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工作人员称之前已请

人做过修剪，但奈何费用太高无法承受。物

业人员坦言：“修剪一棵树数千元，一排树就

是数万元，关键是这些树长得太快，修剪一

次也就管个两三年又长高了，实在承受不

起。”

优化树种 小区难题盼解
关于居住区“大树扰民”问题，去年也有

人大代表提出过相关建议，上海绿化管理部

门在答复中也分析了三个成因：

一是落实《上海市新建住宅环境绿化建

设导则》（以下简称“绿化导则”）不到位。开

发企业追求短期效应，重表面绿化，刻意超

规格、超密度种植常绿树或速生树种，突破

高大乔木与建筑物的距离底线，忽视土壤地

形质量，导致新建居住区很快出现绿化与居

住功能、与长效管理之间的矛盾。

二是绿化养护经费不足。居住区绿化

养护经费标准滞后，物业费收缴率不高，突

出表现在老旧小区，导致物业对居住区内

树木的养护管理经费投入较少，甚至没有

投入。

三是绿化养护不专业。一方面，由于养

护经费不足，造成物业服务企业难以聘请高

质量的绿化专业养护队伍，养护覆盖面不

够。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小区管理维护意

识薄弱，绿化养护往往局限于对灌木、地被

等的日常修剪，对于大型乔木，往往由于主、

客观原因未进行正常修剪，导致出现影响居

民生活的绿化矛盾产生。

居住小区究竟适合种什么树种？绿化专

家称，实际上“绿化导则”对居住区乔、灌木种

类配置、植物选择、高大乔木与建筑物距离等

均有明确规定，不过是推荐性标准，里面有推

荐不少植物的品种，并非强制规定。

一般而言，建筑的南侧在满足距离规定

时，宅前屋后尽量栽植灌木为宜，比如樱花、

锦带花、海仙花等，既美观又不影响老百姓

通风透光。不宜栽种的则是水杉、香樟、杨

树等乔木，这些都是速生树种，长势较快且

枝繁叶茂，一旦疏于养护即会造成严重影响

居民通风采光及居住安全的情况产生。

“巨无霸”越界扰民之困既然病因已明，

又该如何对症下药？相关部门又会拿出怎

样的治本之策？对此，“新民帮侬忙”将继续

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大树频频“越界”
扰民何时能休?

11月27日，本报4版刊发《隔壁小区水杉出墙长势猛 六层住户阳光被挡让人愁》的报道
后，引发广泛关注。多位市民向“新民帮侬忙”求助，自家小区同样遭遇大树“越界扰民”之苦，
已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居住安全。
记者选取了其中三处典型小区开展调查，发现大树“越界扰民”难题确实普遍存在，尤其

在老旧小区多发，而“肇事者”又以水杉、香樟等高大乔木为主。另一方面，小区的绿化养护单
位往往因为养护经费、专业知识等不足，导致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本报讯（记者 陈浩 特约通讯员 马

蒋荣）11月16日，本报7版刊发《少爬10

级台阶 却要多走百米》的报道。近日，华

老伯向记者反馈，街道响应市民呼吁，这

里的台阶处已增加不锈钢扶手。

古稀老人华老伯是一名需借助拐杖

才能行走的残障人士。此前他反映每次去

杨浦区大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门

就要爬10级台阶。想少爬10级台阶，就要

多走100米。原来，大桥街道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设在大楼西边一侧，东边一侧则是

大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两者

“合用”一处台阶，台阶有10级，横向跨度

约60米。这处超宽台阶西侧没有任何扶

手或栏杆装置。也就是说，华老伯若想避

开这10级台阶，只能借道东（南）侧小坡度

长坡面的无障碍通道，这么一“绕”，要多走

大约100米路。这对于要借助拐杖行走的

残障人士或者高龄老人来说，的确是个挑

战。为此他呼吁，台阶西侧能否也安装无

障碍设施，或加装扶手栏杆。

报道刊出后，华老伯高兴地告诉记

者，不久前，街道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

楼台阶的西端入口处，新装了一套既美

观又实用的不锈钢扶手，改善了这一“缺

陷”。

记者在平凉路1730号杨浦区大桥街

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现场看到，原来只有

水泥台阶的台阶西端，已经安装了一套从

人行道地面，登级向上，总长达3.5

米直径6厘米的不锈钢管新扶手，直通文

化中心入口。扶手醒目处还贴上了红

白指引标识，非常安全又人性

化。据保安说，本报刊发报道

后，街道马上派技术人员

来测量设计，并于

近日安装完毕。

“残障老人抱怨进社区文化中心有点烦”后续

  级台阶添扶手 老人出入方便了小
帮
有
结
果

■ 甜爱公寓（右边建筑）旁的大树“越界”而出 本版摄影 李晓明

■ 落叶常会堵住屋顶排水沟，造成墙面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