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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本报7版刊发

《上下夹攻“魔音灌耳”附近居

民夜不能寐》的报道，反映青浦

融信 铂爵小区居民遭遇“楼顶

冷却塔，楼下充电桩”的噪声折磨，整幢楼居民

苦不堪言。在“新民帮侬忙”介入后，相关职能

部门和责任单位随即采取整改措施。目前，商

场物业已与充电桩公司提前解约，地面8台充

电桩已经拆除，噪声源消除后，居民表示满意。

融信 铂爵小区位于青浦区大盈浦路，小

区与对面的东渡蛙城商场仅一条马路之隔。

居民反映，该商场楼顶安装了24个冷却塔，24

小时开启，发出的“嗡嗡”声让人烦躁不堪。更

雪上加霜的是，该商场又引入了第三方充电桩

公司，在居民楼沿街地面新建了8台充电桩，可

供16辆车同时充电，与居民楼仅一墙之隔。因

为充电方便，每天都有不少社会车辆来此充电，

尤其是晚上10时之后电费低谷期更是“一位难

求”，充电桩开足马力运转发出的噪声堪称“魔

音灌耳”，闹到居民“神经衰弱”。

在本报对该事件报道之后，相关部门

高度重视，并推出了相关整改

措施。针对商场冷却塔噪声问题，属地街道多

次进行现场踏勘，并就此情况与东渡物业进行

沟通，物业同意在经营期间（每日10时—20时

30分）开启两组冷却塔（总共12组），其余时间

关闭冷却塔，降低噪声对居民影响。

对于地面充电桩产生的噪声问题，相关责

任方也采取了降噪措施，尝试在充电桩上

的散热风扇处，安装了不锈钢的防噪盖来

降低噪声，但居民反馈效果并不理想。目

前，经多次沟通，商场物业已经与第三

方充电桩公司达成了提前解约协议，并

对全部8台充电桩设备进行了拆除

作业。居民反馈，楼下充电桩

已经全部拆除完毕，噪声源已

经消失，“阿拉晚上终于

能睡个好觉了！”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冷却塔整改充电桩拆除

一层违建长到两层
南泉公寓于20多年前建成，与峨山菜场

仅有一墙之隔，居民楼东侧距离菜场不到4

米。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小区隔壁的菜场

与南泉公寓“同龄”，也开了20多年，但一直

没有“合法身份”，无产权证。“旧菜场只有1

层，和围墙一样高，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属

于存量违建。”张女士讲，去年，塘桥街道启

动峨山菜场改造工程，在几次居民意见征询

会上，街道一再强调新菜场绝不会“长高长

胖”，与原先的尺寸大致相同。根据公开信

息，新菜场建设单位是上海塘桥投资管理中

心，总建筑面积2696平方米。

不过，这次施工改造并非装修老菜场。

随着施工的推进，不少居民发现，新菜场慢

慢搭建到了2层高，比原来多出了1层。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围墙高5米，新菜

场尚在建设中，现在高度基本与居民楼2层

齐平，目测高度在七八米。“菜场长高，会影

响低楼层住宅的采光，日照时间缩短。还有

隐私问题，离得这么近，在菜场2层一眼就能

看到阿拉屋里的一举一动。”另一位居民戴

女士指出，虽然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

诉求，但工程始终没有停下。并且，据她所

知，菜场重建工程未办过相关手续，涉嫌违

法搭建。

戴女士提出两点质疑：首先，对于新增

违建应当是“零容忍”，“惠民工程”更不能

“违法”“扰民”，执法部门该如何处置？其

次，在此前的意见征询会上，相关方面反复

承诺不会“长高”，为何出尔反尔？

采访中，部分居民还提及，周边商铺林

立，附近还有一个南泉菜场，买菜方便，因此

不存在“不建不行”的必要性。

未获批文开工建设
记者与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取得联系。

相关负责人回应，1999年，根据浦东新区规

土部门的批复，塘桥街道利用原上海市日用

五金公司技校空地建造峨山菜场，并投入使

用。原峨山菜场建造是按照临时建筑报

批，多年来一直为存量违建。1层楼，总标高

9.5米。整体采用彩钢瓦大棚和简易砖混结

构，原菜场西墙与南泉公寓共用围墙，菜场

屋顶依靠小区围墙支撑。由于年久失修，存

在棚顶破损、房屋承重、电线裸露等安全隐

患问题。同时，结合社区公共服务和应急场

所增设的需求，实施菜场改造计划。在方案

设计期间，发现无法通过修缮彻底

解决各类安全隐患。为尽快解决民生需求，

街道结合菜场标准化改造要求，确定了菜场

拆除重建方案。菜场承担着周边6个居民区

（蓝东、塘东、蓝村、富都、胡木、南泉）、近

9600户的买菜需求。

而记者从街道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

新菜场项目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法

律凭证，未获得全部建设批文。

城管部门介入调查
对于居民们反映集中的日照问题，塘

桥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承认，在施工中，菜场

局部有增高，在靠围墙一侧，从原先的5米增

至7.7米。为减少对居民楼影响，现在将菜场

西墙与小区围墙剥离，退建东移2米并单独砌

墙。据设计单位初步测试到，居民日照时长

未减少，退建后的菜场不影响日常采光。

“菜场设计方案，在做居民意见征询时，

均已告知并予以公示。2023年11月4日，街

道对外公示菜场提升方案，公示期间未

收到问题反馈。街道于2024年4月启动新

菜场施工。”该负责人回应，旧菜场最高点在

门口的广告牌处，高9.5米。新菜场总标高

为9.2米，最高点在2层坡顶。所以他认为，

从这个角度上说，新菜场没有“长高”。

而关于隐私问题，对方反馈，菜场西侧

无窗户，楼顶平台仅布置草坪花卉。原设

计为社区公共开放空间。考虑到居民的隐

私顾虑，平台不再对外开放，日常无人使

用。如居民仍有困扰，将在西侧安装木质

花架，改善楼上居民视觉效果，并保护周边

住户隐私。

对于这样的回复，居民们指出，以广告

牌的高度来衡量旧违建是否“长高”，似有偷

换概念之嫌。同时，居民们从未同意菜场以

这样扰民的方式重建，这有相关投诉工单和

张贴在小区门口的“居民信”为证。截至发

稿前，记者获悉，针对涉嫌违建一事，浦东新

区城管部门已介入调查。对此，“新民帮侬

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夏韵

没有“合法身份”的峨山菜场未获
批文推倒重建，局部又“长高”

旧违建上再加一层楼
邻近居民家中受影响
多位浦东新区峨山路500弄2号南泉公寓的居民

向“新民帮侬忙”反映，紧邻小区的峨山菜场在今年推
倒重建，开工前，建设单位反复强调新菜场不会“长高
长胖”，结果菜场局部仍有“长高”，让不少低楼层居民
忧心忡忡，担心家中的采光和隐私受到影响。记者调
查发现，旧菜场建于20多年前，为存量违建，而此次原
址上新建菜场竟也无相关合法手续，涉嫌违法搭建。

静安区龙潭小区居民向“新民帮侬

忙”求助，小区垃圾房空间狭小，数十只

垃圾桶只能露天放置在小区通道两侧，

垃圾满溢气味难闻，居民出行都要“掩鼻

而走”。

龙潭小区位于沪太路灵石路，是一个

建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有

100多个楼栋。居民徐阿婆表示，小区

楼栋内没有专人负责清理垃圾，平时都

是居民自己把家里的垃圾分类后，再带

到楼下的垃圾投放点投放。“几十个垃圾

桶集中在一起，都是露天摆放的，盖子也

不盖，里面的垃圾都要漫出来了，气味非

常难闻。”徐阿婆说，垃圾投放点正好位

于小区出口通道处，进进出出的居民都

要忍受异味的“熏陶”，不仅有碍观瞻，也

不利于健康。

记者在该小区看到，居民所反映的垃

圾投放点处于小区灵石路出口的通道旁，

此处建有一处垃圾房，在垃圾房外面则

摆放了一排黑色的垃圾桶，通道的另一

侧同样摆放了一排垃圾桶，不少垃圾桶

都是敞开的，各种垃圾已经快

要溢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垃

圾散发的异味。由于此处正

是车辆和行人进出小区的主

要通道，往来人员较多，经过此处时大

多皱眉捂鼻，快步疾走。

这么多垃圾桶为何露天放置在小区

通道两侧？记者将此情况反映到小区居

委和物业部门，并收到回复。居委解释，

龙潭小区体量较大，共有100多个楼栋

3000多户居民，平时产生的生活垃圾总

量也比较大，但小区设施陈旧、空间局促，

通道处的垃圾房空间狭小、容量有限，所

以只能将垃圾桶放置在外面。对于居民

反映的情况，居委表示将和物业部门一

起，加强对垃圾房的日常管理，保持相关

区域的清洁卫生，并组织志愿者维持秩

序，引导居民文明投放。下一步，小区计

划对居民展开意见征询，对现有垃圾房进

行改扩建，扩大存储空间，从源头上解决

垃圾扰民问题。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往来人员“掩鼻而走”

垃圾桶“挤占”小区通道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 据了解，这次新菜场工程无相关合法手续，涉嫌违法搭建
▲ 新菜场建到了2层 本报记者 夏韵 摄

▲ 原先，旧菜场只有1层，和围墙一样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