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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日，新民晚报第6版刊登《苦不堪言，广场舞扰民如何
破解？》的报道，聚焦广场舞扰民这一夏日顽疾，市民反响强烈，
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陆续推出整治措施。

时隔一个月后，正值夏季广场舞活动高峰时节，扰民顽疾是否
又有反弹回潮？相关整治能否形成长效机制？记者选取了部分市
民反复反映的广场舞扰民高发地，再次调查测评。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徐驰

金桥路休闲广场  支舞队  多人   —  分贝 舞队消失 恢复安静 联合执法 多管齐下
大木桥路零陵路路口  个街角  多人   —  分贝 规模减小 收效明显 堵疏结合 提级管理
漕宝路吴宝路市民文化广场 六七支舞队超百人   —  分贝 规模较大 仍须治理 实时监测 巡查劝阻

新村路绿地普陀商务广场  支舞队  多人   —  分贝 分贝降低 按时散场 制定公约 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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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木桥路零陵路路口，执法人员劝导“舞者”勿扰民 徐驰 摄■ 七宝市民文化广场上演

“舞林争霸”（噪声最高分贝

超过  ） 李晓明 摄

浦东大道金桥路休闲广场

舞队消失 恢复宁静
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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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

夏日晚上，这里有多支舞队扎堆，噪

声要持续到晚上10时许才停歇。

前天晚上7时许，记者再次来

到浦东新区浦东大道近金桥路路口

回访，发现沿街“今非昔比”：先前数

支舞队占据街角的状况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居民们在闲庭信步，

或休憩纳凉。

居民陈先生带着放暑假的孩子

来此休闲散步。他说：“以前遇到成

群结队的人跳广场舞，我们只能‘绕

着走’，大热天里，现场一吵闹，心情

就容易变得烦躁；现在好多了，路宽

敞了，心情舒畅，也更方便与孩子谈

心了。”同是住在陈家宅小区的王阿

婆讲，以前一过“饭点”，上街沿拐角

处就成了“舞池”，高峰期更有4支

舞队扎堆，声浪颇高。“现在，耳根子

终于清净了！”

改变源于整治，沪东新村街道

在接到居民的诉求后高度重视，对

该区域广场舞噪声问题开展治理。

首先是联合执法。发现问题

后，第一时间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大

气处和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人

员，踏勘点位现场，做好联合巡查，

与各主要广场舞团队牵头人现场沟

通，要求严控音量。

其次是日常调处。多部门开展

联勤联动，整治噪声投诉问题，增加

巡查频次，增强现场处置；组织居民

代表、广场舞团队牵头人开会，进一

步明确广场舞活动时间和音量控制

要求等。发挥党建网格作用，依托

陈家宅居民区中环滨江大厦社工

站，加强矛盾调处。建立投诉专线，

社区民警“随叫随到”。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完善针对

性管控措施：一是针对夏令特点，晚

上6时30分至10时重点时段，派人

驻点蹲守，现场处置；二是合理增设

花箱等设施，规划场地减少聚集；三

是安装噪声在线监测显示屏，提醒

跳舞市民，减少噪声扰民；四是继续

依托党建网格，搭建平台，加强沟

通，提升居民自治水平；五是宣传引

导，发放倡议书等，加强自治与共

治，做好问题整改。

大木桥路零陵路路口

规模减小 治理增强
大木桥路零陵路路口作为广场

舞扰民问题的高发场所，反复被居

民投诉。高峰时，路口4个街角都被

广场舞占据，大功率功放设备持续

“输出”，让周边居民不得安宁。

近日，记者到该点位回访，在靠

近轨交4号、12号线大木桥路站4

号出入口时，阵阵音乐声传来，四个

“街角”空地上，十来位阿姨爷叔翩

翩起舞。不过，与以往多支“舞队”、

动辄100多人扎堆竞舞相比，人数

已大减。记者现场实测，噪声值比

上次实测数值有显著下降。

与街角“紧贴”着的日晖六村小

区居民刘阿姨虽仍抱怨：“有窗难

开”“有苦难言”，但也承认“情况比

之前好得多，希望相关部门能持续

整治”。就在记者采访时，发现有城

管执法队员到场，疏导现场秩序，提

示“舞者”调低音量。

属地徐汇区斜土路街道表示，

从去年起，就不断收到该路口广场

舞噪声扰民的投诉。既要兼顾居民

的合理健身需求，又要最大限度地

减少扰民，街道牵头先后召开8次

专题会议，通过警社联动、主动商议

等疏堵结合的措施来整治广场舞扰

民问题。情况虽略有好转，但随着

广场舞领队更换、新人新团加入等

因素，仍有自带高音喇叭，舞团“攀

比音量”的情况发生。

近期，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到

现场查看，要求采取疏堵结合措

施。对此，街道拿出六点举措：提级

管理，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召开大

木桥路零陵路广场舞噪声扰民处置

工作专项会议，召集多部门共商共

治；加强处置，完善与执法处置部门

的联勤联动机制，加大整治力度；排

摸登记，通过询问、走访等，引导组

织者签订公约规范，文明跳舞；推广

技防，推进智慧广场舞设备的使用，

科技赋能做好现场治理；发掘资源，

疏堵结合，引导广场舞团队调整活

动区域，推进“舞队”归并整合；宣传

引导，设置告示板等，增强现场劝阻

力量，控制音量，减少扰民。

漕宝路吴宝路市民文化广场

分贝超标 现场处置

位于漕宝路吴宝路路口的市民

文化广场，场地开阔，一到夏夜就吸

引多支舞队聚集，上演“舞林争霸”，

周边居民饱受噪声之苦。

近日，记者晚上7时来到现场

调查。刚从轨交9号线七宝站出

来，就听到动感十足的音乐声，步行

约300米走进广场，音乐声震耳欲

聋，偌大的广场上有很多跳舞的市

民。旁边设置了噪声分贝显示器，

最高突破了90分贝。广场上聚集

的市民超过百人，组成不同的舞团

方阵“各据一方”。一个角落还摆放

了一整套音响设备，露天卡拉OK

的嘹亮歌声，在舞蹈伴奏中显得格

外突兀。

附近吴宝新村的居民刘先生诉

苦道，一到夏夜，就被持续的广场舞

噪声折磨得心烦意乱不得安宁。

“‘咚咚咚’的音乐声震天响，感觉房

子都在震动，老人小孩休息不好，都

快神经衰弱了。”刘先生说自己多次

到现场观察，市民文化广场已成为

“广场舞大本营”，六七支舞队有各

自的“地盘”，音乐声是一个比一个

响亮。虽说有时相关部门会现场执

法劝阻，但广场舞基本持续到晚上

9时多，实在吃不消。

对此情况，记者向属地管理部

门进行了反映。七宝镇相关部门回

应称，漕宝路吴宝路的交叉口广场

为市民文化广场，活动团队较多，确

实引发不少周边居民反复投诉。为

更有效控制噪声，镇文体中心已加

大对团队文明活动的宣传力度，在

广场上张贴《七宝镇市民文化广场

公约》，安装分贝显示器，增强巡查

力度，如发现分贝超标或现场投诉，

将调派人员及时劝阻。

新村路绿地普陀商务广场

控制时段 违规取缔
位于新村路西乡路交叉口附近

的绿地普陀商务广场以及甘泉公园

门前广场，夜间广场舞活动频繁，引

发周边居民反复投诉。

近日，记者来到现场走访。在

新村路上的绿地普陀商务广场，有

两支舞队。一支七八人的舞团正随

着音乐起舞，另一支十多人的队伍

身穿统一服装，在领队带领下整齐

划一地跳操，现场噪声最大分贝值

为74。在该广场醒目处，张贴着

“活动须知”：严禁在广场及周边使

用大型音响、扩音设备等器材，同时

规定活动时间最晚到20时。

而在不远处西乡路上的甘泉公

园门口，现场环境更为喧闹，广场上

聚集了四五十人跳交谊舞，现场最

大分贝值超过了80分贝。

到了晚上8时15分，绿地普陀

商务广场上的跳舞人群逐渐散去，

而甘泉公园门口的音乐和舞蹈仍在

继续。这时，有城管人员来到现场

进行劝导，此处才开始散场。

甘泉路街道介绍，为解决上述

两处场所存在的广场舞噪声扰民问

题，管理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甘

泉片区由综合行政执法队牵头，执

法队员分别行动，并约谈了两支广

场舞团队的领队。在沟通中，执法

队员明确表示支持市民文明跳舞、

健康运动，但需要合理安排跳舞时

间，并严格控制音响音量。同时，跳

舞人员应尽量分散，防止过多人聚

集，以避免对周边居民的日常工作

和生活造成影响。

综合行政执法队与城运中心和

广场管理方共同召开现场会议，制

定整改方案。目前，广场管理方已

按照要求悬挂宣传牌，明确广场跳

舞的时间和相关注意事项。如果参

与跳广场舞的人员不遵守公示要

求，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与甘泉片区

联合取缔广场舞活动。

此外，综合行政执法队还安排

晚班队员加强对相关区域的巡查，

督促整改，劝说跳舞市民自觉遵守

广场舞活动相关规定。对不听劝阻

的组织者和扰民严重的现场，将上

报公安部门进行整治。

下一步，甘泉片区将持续关注

辖区内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在

支持市民文明参与健身运动的同

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共同营造安静、

和谐的人文社区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