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评地点 广场舞规模 噪声指数 管理手段 实际效果
公共绿地 曾经数十人   —  分贝 “三步走”整治，督促整改 ★★★★★

1个街角   多人   —  分贝 整治之后，又有回潮 ★★★☆☆

休闲广场  支舞队  多人   —  分贝 无明显管理措施 ★★☆☆☆

■ 依法行政，落实监管

广场舞噪声扰民备受关注，也一

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如何治理是否有

相关的法律依据？

记者了解到，2022年6月正式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对于广场舞噪声污染防治问题

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在街道、广场、

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

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

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

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

量。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理规定

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段、音

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

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

噪声污染防治法已经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为广场舞噪声扰民

问题防治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违

反规定，在说服教育下仍拒不改正

的，按规定可以进行罚款。对此，市

民呼吁，相关部门应该落实监管责

任，严格依法行政。

■ 疏堵结合，长效治理

一边是群众对广场舞的喜爱，一

边是周边居民饱受噪声之苦。面对

这两难的境地，到底该如何破局？

从记者的采访情况来看，广场舞

扰民难题并非无解。一些属地管理

部门建立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抓

关键矛盾，疏堵结合，最终实现了长

效管理。比如对于徐行市民广场夜

间广场舞扰民问题，徐行城运中心和

徐行派出所建立联动机制，组织巡查

队开展网格联合巡查，同时巡查队还

通知相关社区居委上门约谈每个

广场舞团队的“领队”，签订广场舞

不扰民承诺书，要求其合理安排

活动时间，合理调节音量，确保

锻炼时间最晚不超过晚上8

点半。“最为关键的是音量

和健身时间，只要这两者

双方能达成共识，矛盾

就能解决。”相

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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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入夏以来，市民群众早晚户外文体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广场、公园、绿
地等公共场所成为市民唱歌、跳舞的露天舞台，而由“广场舞”引发的噪声扰民投诉又
有反弹回潮。
近期，不少市民向“新民帮侬忙”反映，家门口的马路街角、口袋公园和公共绿地

内，恼人的“广场舞大军”纷纷“卷土重来”。不少“舞队”配备大功率喇叭伴奏，肆无忌
惮地播放着音乐，有的队伍甚至还“比舞”“拉歌”，“魔音贯耳”使得周边居民不堪其
扰，虽向相关部门反映之后有所整治，但效果不一。对此情况，记者进行了调查测评。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徐驰

本期市民测评员 周斌

环镇北路乾溪辅道
小花园

限时限地控制音响
“我家旁边的小花园，已经成了

露天舞厅，每天一早一晚，好多人来

这里跳舞。”家住大场镇的徐女士反

映，附近环镇北路乾溪辅道小花园

里，广场舞每天噪声扰民，早晚都睡

不好觉。

徐女士说，这个小花园距离自己

楼栋不足50米，她住在四楼，每天早

上7时不到小花园就有人唱歌跳舞，

伴随着动感节拍，将她和家人从睡梦

中吵醒。卧室测得最高分贝数超过

60。晚上6时开始又有许多人聚在

小花园跳舞，广场舞、交谊舞、民族

舞，各种舞蹈在此争奇斗艳，音乐此

起彼伏，不绝于耳，噪声分贝超过

70。周边居民每天忍受这些噪声，实

在是苦不堪言。

对于徐女士反映的情况，晚上8

时，记者来到环镇北路乾溪辅道小花

园实地探访，此时这里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广场中央正是跳交谊舞的时间

（见上图左 李晓明 摄）。近百名市

民将小花园挤得满满当当，正随着轻

快的音乐翩翩起舞。小花园的一个

角落里，还有十多名市民正跳着动感

的民族舞，整个花园宛如一个露天舞

厅。周边道路上停满了各式非机动

车，一名经常在此跳舞的市民表示，

自己专门骑车从5公里外赶来，觉得

这里跳舞的氛围相当好，时间一长成

了习惯，跟这么多有共同爱好的“舞

友”一起跳舞非常开心。

记者注意到，小花园一边毗邻环

镇北路，另一边与居民小区相隔了一

段距离。数百平方米的小花园广场

里，两个角落都安装了音响，也有个

别市民会自带音响播放音乐，现场音

量最高超过了80分贝。不过到了晚

上9时，广场音响停止播放，随着跳

舞的人群逐渐散去，花园也渐渐恢复

平静。

居民反映的广场舞噪声扰民问

题，是否有整治措施？对此，大场镇

相关部门表示，原先该区域广场舞主

要在社区内，噪声扰民问题较突出，

投诉很多，因此大场镇相关部门同周

边居民和广场舞相关负责人进行沟

通协调，由大场镇城运中心在该广场

内安装广场舞音响，尽量远离居民密

集区，以便控制音乐的传播范围及音

量，避免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情况发生。

音响开启时间为上午7:00—11:00，下

午17:00—21:00，并做好周边居民的

沟通协调工作。同时，属地公安会加

强日常巡查和点位管理，在各社区做

好文明宣传，倡导文明健身。

爱辉路长江西路路口
公共绿地

“三步走”整治见效
去年7月，本报曾报道了位于宝

山区爱辉路长江西路路口的公共绿地

内，数十名男女引吭高歌、劲歌热舞，

宛如“舞林大会”，让周边小区的居民

饱受噪声之苦。如今现场情况如何，

相关部门是否采取了整治措施？

前晚8时许，记者再次来到爱辉

路长江西路路口，对该处公共绿地的

广场舞现象进行回访。记者在现场看

到，与去年相比，这里已是“今时不同

往日”，耳边听不到劲爆的音乐，眼前

也看不到一支支参加民间“舞林大会”

的广场舞队伍。记者打开手机“噪声

检测”，显示最高峰值为68分贝，系统

判定环境噪声值为“正常”。

为何此地情况大为改观？对此，

张庙街道表示，整治广场舞并非“一

日之功”，针对公共绿地内广场舞噪

声扰民问题，张庙街道第一时间成立

了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为组长的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专题会

议，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着手开展

“三步走”整治行动。

一是深入排摸，加大宣传引导力

度。通河新村派出所抽调精干人员

现场蹲守，深入排摸唱歌摊位负责人

的基本情况；综合行政执法队同步开

展整治先期告知工作，引导降低噪

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二是依法处置，确保问题整改到

位。通河新村派出所和泗塘新村派

出所分别约谈、宣教居住在辖区内的

广场舞“领队”等负责人，督促其规范

行为，做好带头作用；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队、市场监督管理所和通河新村

派出所组成联合行动小组，对该绿地

开展了连续一个月的巡逻检查，确认

露天“广场舞会”已销声匿迹。

三是密切关注，积极稳妥应对。

同时，开展关于绿地噪声扰民的

12345投诉件的梳理，并根据整治情

况，认真做好市民的回访反馈工作。

大木桥路零陵路路口
1个街角

扰民现象回潮
去年11月，本报曾刊登报道

《高分贝、“人从众”！十字路口4个

街角均遭广场舞“霸占”周边多个

小区居民不堪其扰……》，反映大量

市民会聚集到大木桥路零陵路路

口，路口的4个街角都被广场舞所

占据。大功率功放设备持续不断地

“输出”高分贝音乐，令周边居民烦

躁不安。报道刊发后，引起斜土路

街道重视，下决心整治噪声扰民的

广场舞乱象。

6月18日晚上8时30分许，记者

重返大木桥路零陵路路口附近，在靠

近地铁4/12号线大木桥路站4号出口

时，看到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见上

图右 徐驰 摄）：20多名“舞者”或双

双成伴，或一人独舞，一名中年男子

在靠近地铁无障碍电梯通道旁放了

一只黑色功放音箱，一群人跟着旋律

在站前广场上翩翩起舞，很是陶醉。

“以前，我们会挑选空的路口跳

舞；后面，有人来管了，就只能在这里

跳了，都是熟人，蛮闹猛的！”陆阿姨

告诉记者，前几天因为中高考停了几

天，这两天他们要好好“过把瘾”。

问题改善显而易见，位于大木桥

路零陵路其他3个街角路口，已无人

“起舞”。记者逛了一圈后发现，原先

的“吵闹四角”仅剩下了这“一角”。

不过，仅仅一墙之隔的日晖六村小区

居民仍反映，喧嚣声和音乐声令人苦

不堪言。“阿拉窗门都不敢开，楼下的

声浪，实在是忒结棍了……”居民们

叫苦连天，记者打开“噪声检测”，系

统显示噪声值在86—89分贝之间徘

徊，确实比较吵闹，但现场并未看到

有管理人员前来劝阻。

浦东大道金桥路路口
休闲广场

“热舞”不停歇
“阿拉门口广场上的广场舞，实

在是太吵、太闹了！”家住浦东大道

2748弄陈家宅小区的多位市民反

映，小区西南门口有一处市民休闲广

场，紧挨着金桥路近浦东大道路口。

每到晚上，这里就沦为多支“舞队”的

“固定舞台”，发出的噪声往往要持续

到晚上10时左右才能停歇，居民们

怨声载道。

晚上8时40分，记者来到现场后

看到，放眼望去，并不宽敞的广场上

“挤”着大约30名“舞者”。他们分为

4支队伍，既有跳交际舞的，也有跳

“科目三”的，还有两支队伍跳起了

“自选动作”。

抬头看去，距离广场直线距离仅

50多米，便是陈家宅小区门口。“别的

地方不能放开跳，这里离家近，还有舞

搭子，扎劲！”张阿姨告诉记者，每天晚

上7时30分，吃完晚饭以后，她就在微

信群里“呼朋唤友”，大家一起来路口

“过过瘾”。记者看到，由于场地有限，

几支队伍离得较近，广场上的多个角

落里，赫然放着4台大功率功放机，播

放着伴奏音乐，发出的声音一个比一

个响亮，震耳欲聋。

记者打开智能手表的“噪声检

测”功能，显示瞬时噪声值为86分

贝。系统提示：一天置于85分贝音

量中大约1小时45分钟可能导致暂

时性听力损伤。记者在现场驻足20

多分钟，发现始终没有人员前来引

导、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