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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公司的停止供气通知是从

4月开始，实际停气是在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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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 傅世潼 周奕

文 记者 徐驰）8月9日，本报6—7

版刊发《乌泱泱 垃圾桶路边一长

溜 臭烘烘 隔街居民不敢开窗》的

报道，反映闵行区宝南路华夏茗苑

小区夜晚将多个垃圾桶摆放于街

道，且桶盖未闭、垃圾裸露。酷暑下，

垃圾迅速发酵，恶臭弥漫，让家住对

面小区的88岁林老伯等居民夜不能

寐、叫苦不迭。在本报介入后，有关

部门立即落实整改，华夏茗苑小区

重新调整垃圾投放规则，统一改为

次日凌晨有序外摆，垃圾桶乱象得

到有效治理。

晚上10时许，记者重返现场回

访。华夏茗苑小区门口的街道干

净整洁，没有垃圾桶或垃圾散落，

街边停着两辆清运车，还有摆放整

齐的数个沙袋。林老伯告诉记者，

华夏茗苑小区垃圾桶长时间不关

盖、散发恶臭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

解决。华夏茗苑已明确，晚间不再

将垃圾桶堆放在大门外，改为次日

清晨5时，由工作人员确认桶盖紧

闭后，再将垃圾桶整齐地码放在路

边。早晨6时许，城市垃圾清运车

定点收取垃圾，空桶返回小区，消

除异味来源。

此前，林老伯多次通过塘南居

委会向华夏茗苑小区的物业提出建

议，要求对方整改，但每次刚“治”好，

没过多久就又“卷土重来”。对此，林

老伯称塘南居委会的负责人特地来

到他家，主动告知了关于垃圾桶的

处理办法。“阿拉现在终于

可以睡个安稳觉

了。”林老伯

说。

撤走路边垃圾桶 居民能睡好觉了

阿拉饭难烧澡难洗
大热天怎能“一刀切”

燃气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对一处老公房
多户人家停止供气，居民纷纷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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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液化石油气停送！断炊，
停浴……家住浦东新区上南路
    号的多位居民近日向“新民
帮侬忙”求助，炎炎夏日，他们这幢
楼  户人家突然发现：使用了三
四十年的液化气，已经被停止配送
供应。“燃气公司怎能说断供就断
供，没有通知，没有‘替代方案’，这
让阿拉怎么办？”而燃气公司给出
的说法是：出于燃气安全考虑。

安全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
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很重要。
截至发稿时，此事仍在协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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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突然“断气”
记者实地探访，这是一幢老旧

公房式样的2层建筑，沿街，墙上4块

门牌，标示着这幢楼有4个门牌号：

上南路3280、3284、3286、3288号。

住在一楼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她家是第一户遭遇“断气”的。7

月15日，家中的液化气罐用空，家

人拨打上海燃气热线，准备预约更

换一罐液化气，但输入液化气用户

卡的卡号后，自动语音提示：已被

停止供气。“第二天，阿拉又拨打燃

气热线，转到人工，想问个明白。

对方让我们联系营业所。后来七

转八转，当天我们一共打了几十个

电话，都被告知，我家所在地址已

经被停止供气。我还找了居委会、

派出所出面，都没能解决。”

张女士称最后她联系到燃气

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方称该地址

早已被列入了停止供气范围，而居

民此前多次拨打投诉电话，加快了

这一进程。采访当天，张女士一家

已“断气”多日，连顿像样的饭都没

法做。“我吃了好几天外卖，80多

岁的婆婆吃不惯外卖，只能用电饭

煲天天给她烧粥喝。”洗澡也成了

大问题，一家人只能用电水壶烧点

开水，放到盆里简单对付。

无奈之下，张女士一家“求爷爷

告奶奶”，希望燃气公司恢复供气，

但都被硬生生挡了回来，最后只能

向附近朋友“借”了一罐液化气，才

暂时解了“断炊”的燃眉之急。

左邻右舍听说此事，纷纷致电

燃气热线求证，但发现，整幢楼10

户人家均已被停气。他们的“存

气”只能使用一周到一月不等，这

让居民们陷入了焦虑。

停供理由居民不服
据居民们所述，上南路3288

号（另含3280、3284、3286号）这一

幢简易公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

后期，距今已有三四十年房龄。“这

里原本的老公房年久失修，成了危

房，故推倒重建，重建的公房没有

煤卫设施。”如今，这幢公房内年纪

最大的租户已90多岁。

记者看到，狭小的过道里，两

三户人家的液化气炉灶“接龙”摆

放，旁边或桌面下是液化气钢瓶。

居民们说已使用液化气三四十

年。“如果单纯煮饭烧菜，一瓶液化

气能用一个月，但如果洗澡，我们

就只能用半个月了。”有的人家为

此还另外增配了一个钢瓶。所以

10户人家，涉及的钢瓶有14个。

二楼居民成先生回忆，2023

年10月，他被怀疑“一个房间内使

用两种燃气”，燃气公司向他发来

一张“用户燃气设施安全隐患整改

通知”，逾期不整改的，将停止供应

液化石油气。“后来对方派人现场

查看，并无这一现象。”为了证实这

一说法，成先生向记者展示了这张

“整改通知”的图片，有人手写了一

行字“无三合一”“合格”。

这场风波过后，今年3月22

日，一纸发给“（上南路）3288号用

户”的“关于停止供应瓶装液化石

油气告知书”贴上了该居民楼外的

电线杆，明确指出该处存在严重隐

患，隐患包括“在同一房间内使用

两种或两种以上气源”以及“其

他”，根据相关规定，“对您停止供

应瓶装液化石油气”。

3月25日，有居民又收到短信，

内容为“您目前的瓶装液化石油气

使用环境，存在着二气混用（小区

有管道天然气）及使用存在消防隐

患的现象。根据《安全生产法》《上

海市燃气管理规定（条例）》及属地

燃气管理部门要求，我司将于2024

年4月1日起停止对您的瓶装气供

应，请及时做好能源替代的准备”。

随后在居民的反复申诉下，多

次通告中提及的“停止供气”并未

真正执行。但没想到，到了今年7

月，“停气”一说突然成了事实。7

月15日，成先生认为燃气公司送

气太慢，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于是

向相关部门发起了投诉。当晚，就

有邻居张女士发现，整幢楼都被停

止供气。这让居民们无法接受：大

热的天，液化气怎能说断就断。“二

气混用”并不存在，该楼也无管道

天然气设施，停气理由实在让他们

无法信服。

“一刀切”让居民忧心
几位居民当着记者的面拨通

了962777电话号码，输入各自的

天然气用户卡编号，系统均提示：

该地址已停止送气。居民们又试

着通过手机线上预约换气，手机屏

幕上收到的也是这样的提示“该用

户已停止供气送气”。

记者联系了上海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液化气分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上南路3288号有居民

“二气混用”（按规定只能由一家供

气）绝非空穴来风，他们之前收到

过相关图片。至于现场检查结果

“无三合一”“合格”，可能是其他公

司的液化气钢瓶被“藏”起来了，也

可能是上门检查的人员判断有误

差。而短信通知中提到的“小区有

管道天然气”，可能是指附近小区

有管道天然气设施。

同时，该工作人员指称，该楼

几户人家的用气点位，都设立在门

口过道处。根据消防要求，过道是

逃生通道，不应“堵塞”；液化气钢

瓶也不得在消防通道使用。瓶装

液化石油气使用环境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可予停气整改。

针对居民提出的“液化气已使

用三四十年”的说法，该工作人员

则回应，如今燃气行业的法律法规

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严格，过去

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旧的规范中可

能是允许的，但在新的规范中可能

不再被允许，是违规的。

那么居民们的“生活问题”该

如何解决？工作人员坦言，这不是

该由燃气公司来解决的。根据实

际情况，该地不适合使用液化气，

可调整改用其他能源方式，如电磁

炉等电力设备，以符合相关规范要

求。至于如何调整，应由用户自己

考虑和决定。

记者从管理该楼的上钢物业

处获悉，该楼属国有直管公房，无

煤卫配套设施。而让居民们最为

忧心忡忡的是，楼内电路设施老

化，一旦全部改换电器，电力负荷

过重会导致电路过载，有较大的安

全隐患。“即使阿拉的用气存在问

题，但高温酷暑，燃气公司是不是

至少应给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时

间，而不是这样连正常生活都难以

维持的‘一刀切’。”针对居民们“进

退两难”的处境，物业人员回复，目

前居民家的空调是可以正常开启

的，但整栋楼整体使用电磁炉是否

可行，还需咨询电力部门。

截至发稿前，居民张女士反

馈称，在当地街道、居委会协调下，

楼内居民已遵照燃气部门的安全

要求进行整改，将设于楼道内的灶

具和液化气钢瓶搬迁至屋内，等相

关部门上门“验收”后，再协商恢复

送气的可能。对此，“新民帮侬忙”

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陈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