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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明）杨

浦区松花一村居民近日向“新民

帮侬忙”反映，小区内靠近松花

江路一侧的老楼已经有70年历

史，楼梯与走道均为木质结构，

但楼内仍有居民私拉电线“飞

线”充电，安全隐患大。

居民们向记者介绍，松花一

村是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

工人新村，房子的楼梯、走道、地

板都是木结构，如有火灾，火势

极易蔓延。因为是老式小区，小

区的设施也有些陈旧，电路也比

较凌乱，有居民为了方便，就将

电瓶车停到楼下或者放到楼道

里，乱拉电线给电瓶车充电，木

质老楼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

设想。

针对居民所述的问题，记者

联系了长白新村街道。街道经

调查后回复称，根据《上海市非

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

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应当

确保安全，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

求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

车充电。街道城建中心已督促

物业加大巡查力度，积极劝阻、

制止飞线充电的行为，并配合属

地居委会加强安全宣传，提高室

外充电设施的使用率。为了解

决居民充电问题，小区专门设有

3个室内非机动车智能车棚，

室外多处安装分散充电

桩。本月底，

通过小区“三驾马车”实地查勘

排摸，计划在现有基础上

新增61处分散充电点

位，进一步为居民充

电提供便利。

70年木结构老楼内“飞线”充电安全隐患多

老小区将添  处点位方便居民充电

河面“突突突”日夜不停
船舶扰民之困如何解？
新通波塘附近居民反映噪声问题遇多部门“退单”，面对难题，

青浦交通部门回应将采取多项措施提醒过往船舶缓行、避免夜行

小
忙

跑
现
场

截稿消息>>>

居民区航段两端
设牌提示船减速

青浦区交通委员会最新回

复，船舶扰民问题主要集中在新

通波塘周边沿岸的业煌路  弄

“映虹桥”、置旺路   弄“万科有

山”等航段。经召开专题工作会

议后，目前已采取如下措施：一

是走访辖区码头，要求码头企业

对拟途经该航段的船舶加强宣

传和管理力度；二是通过    

甚高频（用于高质量广播的无

线电波段）向途经船舶宣传；三

是加大巡航频次，现场宣传，要

求船员在保证安全航行的情况

下，尽量减速缓行通过该航段，

以降低声响；四是建议合理安

排航行时间，避免在夜间通过

该航段。此外，青浦区交通委

员会准备协调有关部门，拟在

居民区航段两端设置提示牌，

提示船舶减速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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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业煌路99弄“映虹桥”

小区的多名业主向“新民帮侬忙”

求助，小区里有一排别墅楼位于

新通波塘河边，河上24小时往来

各种运输船，巨大的动静闹得人

不得安宁，甚至震得房子都在

晃。业主们多方反映却一直没有

结果。而这一系列问题在一开始

就陷入困境：到底哪个部门来

管？而另一个尴尬则是：河里的

船舶无“法”规范。

马达声吵得无法安睡
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房

子靠近河岸，“运输船往来很频繁，

隔几分钟就有一艘，‘突突突’的马

达震动声，使得房子都会共振起

来，连凌晨三四点钟这种夜深人静

的时段都不放过我们”。为了证实

这一说法，王女士提供了多段船舶

在河道中行驶的画面，有的拍摄于

白天，有的拍摄于晚上。行经的货

船中有的装载了大量灰黑色物料，

有的货物则用东西遮盖。“一到晚

上，这种船就特别多，一艘接一艘，

‘突突突’的声音像拖拉机一样，空

气中都是浓烈的柴油味。”王女士

表示，自己本来是为了追求清静才

到这里买了房子。由于沿河的叠

拼别墅是河景房，价格还是整个小

区里最贵的。“没想到天天被折腾

得心惊肉跳，这房子真是没法住

了！”她说。

家住岸边的另一位业主高女

士证实，晚上河里的船只经过时会

产生噪声，导致小区房间也一起会

有震动，许多人家整夜整夜被闹腾

得无法安睡。

据了解，新通波塘是吴淞江的

支流，北起嘉定黄渡镇吴淞江，穿

越淀浦河，接松江区的塘桥港，全

长16公里。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新通波塘与业煌路交叉形成的4

块区域，均是岸边小区：映虹桥、海

珀风华、凯迪赫菲庄园、绿地国际

山庄。最靠近河道的别墅，大多距

离河岸仅有20米左右。

多部门无奈退单处理
船舶扰民问题该由哪个部门

处理？记者首先询问了青浦区水

务局。工作人员回复，噪声和废气

都不是水务部门的执法范围，据向

水务局信访部门了解，曾接到过类

似反映，最后是“退单”处理的。

而青浦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

人员称，这并非他们的职权范围，

他们接到过这类“船舶经过导致房

屋震动及噪声问题”的投诉工单，

但依据“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

自的职责权限，具体负责管辖区域

内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

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作

了“退单”处理。

青浦区建管委的工作人员则

表示，本市针对航道噪声没有相关

规范，该局职能管理范围内也无相

关执法权限，无法对上述居民投诉

作出处理，只能“退单”。

城管部门称无权处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据上海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站内容，

2023年5月，浦东城管交通执法支

队的执法队员曾接到市民诉求，川

杨河上闸口船只夜间通行噪声大，

影响沿岸居民休息。据调查，川杨

河水闸通航能力有限，船只经过该

水闸时需依据潮汐落差通行，受此

影响，通行船舶需要在沿河待泊，

航道处于24小时日夜通行状态，

产生船舶噪声问题。交通执法支

队加强对夜间待泊船只的执法宣

传，提醒待泊时关闭发动机，航经

居民区时减速慢行，降低噪声。

参考这一“消息”，记者联系了

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但工

作人员回应称，新通波塘的船舶噪

声并不在青浦城管执法权限范

围。对方解释，浦东是“大城管”，有

综合执法权，他们是“小城管”，权限

范围不同。所谓“大城管”，有多项

执法权力，而他们没有这么多执法

权，也没有交通执法权限。目前，他

们可以处理河边的乱设摊、乱搭建

之类的投诉。

记者又咨询了上海市海事局。

工作人员答复：海事局的管理范围

限于干流，如黄浦江、长江口等；而

支流及内河水域的水上船舶管理，

应咨询地方海事部门。记者在与

工作人员的沟通中了解到，根据《上

海市船舶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规

定，“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等与

水域环境有关作业活动的，排放的

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但条例

中未涉及处罚条款。

记者联系到上海市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其前身是市航务管理

处，于几年前机构改革后从地方海

事部门分离。海事科工作人员反

馈，根据市交通委的职责分工，港

航中心统管的是“静态”管理事务，

而“动态”和现场执法类，归属于交

通委执法总队的执法范围。与此

同时，记者也查询到，据《上海市航

道条例》明确规定，“市交通行政管

理部门主管本市航道管理工作”。

船舶噪声这一问题到底是哪个部

门管理的，似乎渐渐有了眉目。

监管船舶噪声有点难
船舶噪声是指，船舶的动力机

械（主机、辅机、螺旋桨、推进系统

等）和辅助机械（泵、风机等）在运

行时发出的让人不舒适的声音。

其实船舶在行进过程中，不可避免

会有噪声，无法做到静音，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坦言，船舶航行或机器

运行的噪声只要不超过环保部门

的规定，都是被视作允许的。

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五种类型。交

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

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

影响的区域，为“4类声环境功能

区”，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型，其

中内河航道两侧区域为“4a类”，环

境噪声限值为：昼间70分贝，夜间

55分贝。青浦区生态环境局指出，

由于船舶流动性大，且船舶的功率、

吨位及载重量各不相同，现状工况

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不能代表全时

段的噪声值。所以比较合理的建

议是，可通过交通行政部门对某段

水域进行限速、限行措施缓解。

记者找到市交通委执法总

队。工作人员说，就像马路上的车

辆在启动、行驶时，发动机发出震

动和噪声一样，船舶在行驶和运行

过程中也会产生噪声，但这类噪声

如何监管和执法，并没有明确的执

法依据。

记者最后联系了青浦区交通

委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应，航道

是先存在的，而市民所在小区属于

新建住宅。相关法律法规对航道

内行驶的船舶没有规定通航时间，

所以船舶是可以24小时行驶的。

至于噪声问题，并无“静音航行”的

规定。另据《噪声污染防治法》规

定：“在交通干线两侧、工业企业周

边等地方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还

应当按照规定间隔一定距离，并采

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市

民如有降震降噪诉求，可向属地街

镇赵巷镇提出诉求，落实房屋主体

隔音措施。 本报记者 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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