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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杨浦区赤峰路55弄书香公寓3号

楼的林女士向“新民帮侬忙”求助，她家楼

下开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大旗快印店，半

夜店内印刷机时常发出的噪声和震动，让

整栋楼居民都难以入眠。居民们反映了很

多年，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林女士讲，她居住在小区3号楼，自从

底楼店铺一家大旗快印店营业之后，一家

人就再也没有过一天安宁的日子。“店里面

有一台大型印刷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开

着，噪声和震动十分强烈，晚上根本没办法

睡觉。”

除了林女士一家外，整栋楼2层至8层

的居民几乎都能听到声音，“我们8楼听得

很清楚，尤其是后半夜的时候，这几天凌晨

3时许机器还在响，我能感觉到下面的机器

在震动，像是加工厂的大型设备，长此以往

对房子的安全都会有影响。”林女士补充

道，除了印刷机的声音，打印店内经常还有

一些人工装订机器的噪声：“就像装修木工

打钉子的声音，家里的老人小孩都没法休

息，快神经衰弱了。”

据居民们所述，他们曾多次和这家大

旗快印店交涉，同时也向有关部门反映了

情况，但好几年过去了，噪声和震动扰民的

问题始终没得到彻底解决。

林女士告诉记者，开始投诉后，四平路

街道相关执法部门都上门进行过执法检

查，这家快印店也曾经请人做过检测，但是

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相关执法人员也坦

言，噪声污染，尤其是低频噪声，可能会遇

到“达标扰民”的情形。

对于这样的回复，居民们表示难以理

解。“噪声没有超标，但对居民生活造成不

容忽视的影响。这些机器噪声每天晚上

就像不停在敲打阿拉的脑袋一样，扰民是

事实，不能说检测达标就能随意扰民。”小

区物业、居委会也协调过好多次，但最后都

不了了之。为此，居民们也想过很多办法，

甚至想出资给打印店安装隔音棉，但收效

甚微。

记者联系了杨浦区环

保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称，这个问题一直在

沟通协商中，相关方面已经制定了相应

的解决方案，希望在依法依规的前提

下，能够通过调解改造噪声源，争

取让双方都能满意，毕竟“人”的

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对此，

“新民帮侬忙”将继续

关注。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打印店  小时低频噪声持续数年
楼上居民夜不能寐，交涉沟通多次无果

废气恶臭
声响震天

记者来到现场实地探访，随着夜幕降

临，川杨休闲绿地内开始热闹起来，前来散

步健身的市民络绎不绝。放眼望去，紧挨着

川杨河的步道竖起了铁丝网，绵延近2公里，

一直与上南公园联通。

隔着铁丝网向河道望去，只见十数条货

运船虽已停靠岸边，但马达始终没有关闭，

随着声声轰鸣，一阵阵浓烈的柴油味扑面而

来。此时，又有两条船只从不远处驶来，为

了提醒其他船只让出空位，船上连连鸣笛，

震天响的噪声不断刺激着耳膜，让人耳根子

发疼。

记者走到船旁，柴油废气的恶臭更是直

冲脑门。几名正吃着泡面的船员看到有人

靠近，立刻就警惕起来，大声吼道：“你看什

么看？不要乱拍照！”

采访中，记者看到，不少来此健身的市

民几乎都是“全副武装”：脸上蒙着口罩，耳

朵里塞着耳塞。作为“夜跑族”的市民汪先

生讲，原以为绿地里应该是空气清新、环境

幽静，在这里健身更有益于健康，“但阿拉吸

的是废气、听的是噪声。到处反映都没用，

情况一天比一天结棍。现在很多人都不敢

过来了，明朝我也不来了，否则健身真要变

伤身了！”

日夜折腾
不堪忍受

记者抬眼望去，上南十二村的多幢居民

楼正对着川杨休闲绿地和川杨河。走进小

区，居民刘阿姨对记者倒出了一肚子的苦

水，“阿拉屋里厢阳台的前面就是川杨河，每

天从早上到夜里，汽笛声闹得人神经衰弱、

柴油味道熏得人反胃想吐，窗门一年到头关

煞都没用。再这样下去，人真要被弄出大毛

病了！”

居民们表示，近年来，南来北往的货船

都停泊在这里。“最多的时候，船可以并列四

排！”而在这附近，除了上南十二村外，还有

川新小区、爵仕悦恒大国际公寓、上南十一

村等，并有多所新开办的学校，居民们都为

了自身的健康和居住环境而担忧，“船只确

实也要找地方停靠，但能不能尽量远离居民

区，另寻适合的地点呢？”

记者从竖立在现场的一块《浦东新区河

长制公示牌》上看到，这段河道为川杨河（曹

家渡段），属市管河道。在拨通公示牌上标

明的养护单位电话后，相关负责人曹先生直

言，该河道确实靠近上南公园和川杨休闲绿

地，而船只来自“全国各地”。曹先生解释，

对于船只产生的噪声、废气和油污等问题，

他们曾多次上报海事部门，同时也向浦东新

区河道中心反馈相关情况。“我们作为养护

单位，只要接到市民诉求都会到场处置。但

船只的管理是由海事部门负责的，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扰民之困
何时能解

记者又与浦东新区航务事业发展中心

取得联系。工作人员倪先生坦言，这段川杨

河作为“临时停靠点”，已有四五年时间。之

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该区域在地理位置

上更靠近杨思水闸，是往来船只理想的“候

闸区域”。“船只肯定要靠岸，不能停在河中

央。离开水闸既不能太近，也不宜过远。

所以，之前规划时，相关部门将临时停靠点

选在这里，以上南公园周边作为一个‘缓冲

地带’。”

倪先生称，对于船只的管理，相关法规

有明确要求：进入川杨河后禁止任何船只鸣

笛，夜间船只必须文明航行。根据《长江保

护法》，对于船舶上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相关

单位专门负责接收处理，执法部门定期上船

抽查记录。船上不允许设置直排河道的厕

所，要安装生活污水收集柜和分类垃圾桶。

执法部门也会兜底检查，规范收集污染物。

对于附近居民提出的具体诉求，倪先生

回应，会积极联动属地和行业各方，做好执

法和管理。具体来说：

一是做好交通警示标志和警示牌的引

导。通过水运通平台，向船舶、码头发布信

息，由城管执法部门做好现场秩序的引导和

管理。

二是加强停泊点的“微观管理”。区城

管执法局的交通支队牵头，做好现场点位的

管理，包括登轮检查、宣传教育（中心通过信

息发布平台，定时、专项发布信息）。

三是加大执法和管理力度。对于船只

的船容船貌和防止污染方面，进一步加强力

度：要求船员做好货舱遮盖、整理舱面；做好

船只柴油排放的含硫量等超标检测；噪声方

面，也会加强日间和夜间的查处力度。

四是与属地和条块部门联动。区航务事

业发展中心将与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和城管

执法中队协同。“城管执法中队在长清路附近

有一个管理点，我们会与队员沟通好，增加执

法与巡查频次，一起来解决问题。”

相关措施能否落实到位？“船舶扰民”之

困到底何时能解？“新民帮侬忙”将继续关

注。 本报记者 徐驰

川杨河货运船临停点惊扰四邻

柴油废气肆意排放
汽笛声声震耳欲聋

1月4日，本报6版刊出报道《河面“突突
突”日夜不停 船舶扰民之困如何解？》，反映青
浦区业煌路99弄“映虹桥”小区内有多幢别墅
位于新通波塘河边，各种运输船24小时往来，
巨大的动静闹得人不得安宁，居民们饱受“船
震”之苦。在“新民帮侬忙”介入后，相关部门目
前已采取多项改善措施。

近日，又有多位浦东新区市民向“新民帮侬
忙”求助，川杨河北岸毗邻多个居民区的地块，规
划建起了上南公园和川杨休闲绿地。但没想到
的是，该附近水域却成了货运船的临时停靠点。
长时间以来，一艘艘水岸“巨无霸”肆意排放的柴
油废气和震耳欲聋的鸣笛声响，折腾得周边居民
和健身者们实在是“忍不了”。

■ 船只临时停靠点紧贴健身步道 本报记者 徐驰 摄

■ 船上环境凌乱不堪

■ 船只往来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