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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商居矛盾 促进邻里和谐
安福路穿警服的“语言艺术家”，变“网红流量”为“平安增量”

事 故收征 户口在册曾实际居住，为何不算同住人

闵行举办“上海市交通安全宣传日”活动

民警现场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沪首家“海上协同治理办公室”成立

王先生承租的公房被征收

了。赵某户籍登记在该房且曾实

际居住多年，因征收补偿利益分割

协商不成，赵某把王先生告上法

院，但最终判决赵某一无所获。

王先生和黄女士系表兄妹关

系。上世纪70年代初，黄女士去了

安徽，后在当地和同来自上海的赵

先生结婚，1974年生有一子赵某。

1988年4月，赵某按政策，户口从

安徽迁入上海由爷爷老赵承租的

公房处。赵先生有一弟赵二，自赵

某户口迁入老赵公房后，赵二多次

表达不满，坚决要求将赵某户口迁

出。为此，赵先生兄弟间发生多次

激烈争吵和冲突。1989年6月，王

先生因在上海居住困难，东拼西凑

筹了3万元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套

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购房后

王先生将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到

自己名下。之后黄女士找到表哥

王先生，说明赵二因赵某的户口问

题和自己一家闹矛盾，希望王先生

帮忙把赵某的户口迁入系争房

屋。王先生爽快答应，并很快把赵

某户口迁入系争房屋。2003年，王

先生一家在本市他处购房后即从

系争房屋搬出。出于亲情考虑，王

先生把系争房屋无偿提供给黄女

士一家三口居住。2009年，黄女士

一家在本市他处购房后从系争房

屋搬出，但赵某的户口一直留在系

争房屋。

2024年2月，系争房屋被列入

征收范围。同年3月12日，王先生

作为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选择了货币安置，

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596余

万元。征收时系争房屋登记有赵

某一人的户口，赵某找到王先生协

商征收补偿款的分配，王先生答应

给赵某50万元，赵某却坚称自己是

公房同住人，坚决要求和王先生二

人均分征收补偿款。协商不成后，

赵某把王先生告上了法院。

王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

给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房

屋的全部征收补偿款应归属于王

先生一人。赵某户口登记在系争

房屋，且曾实际居住在系争房屋

一年以上，他处也未享受过福利

分房，仅仅从形式上看，似乎符合

公房同住人认定的条件。但本案

的特殊之处在于，系争房屋为王

先生出资购买的公房，赵某和王

先生并非直系亲属关系，王先生

没有为赵某提供户口迁入和居住

的法定义务，赵某户口迁入及入

住系为他人提供帮助性质，赵某

对系争房屋并无居住权。上海高

院关于动拆迁案件相关解答中明

确规定，从市场上购买的公房被拆

迁的拆迁补偿利益一般归属出资

人。赵某户口的迁入系王先生为

解决他人的矛盾而提供的帮助，并

不代表让渡给赵某房屋居住权，且

赵某及其父母对系争房屋无任何

贡献，和房屋来源没有任何关系。

赵某确系知青子女，但当年赵某作

为知青子女回沪时户口并未从外

地直接迁入系争房屋，并不具备

政策性落户的性质。赵某户口迁

入系争房屋并实际居住，纯属王

先生提供帮助的性质，故赵某并

不具备系争房屋同住人地位，无

权参与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

分配。

后王先生委托我们代理应诉

维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符合我们

之前的分析预测，最终法院判决全

部征收补偿利益归属于王先生所

有，案件以王先生胜诉而告终。

本报讯（记者 鲁哲 通讯员

郝峻）闵行警方近日在浦江镇青少

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上海市

交通安全宣传日”活动，通过多元

化宣传形式，向市民传递交通安全

理念，营造全社会共治共享的交通

安全氛围。

活动中，民警通过“交通知识

有奖问答”环节，向市民普及“一盔

一带”“防御性驾驶”等实用知识，非

遗文化结合交通安全的表演形式令

人耳目一新，吸引数百名市民驻足

观看。

随后，美团、饿了么、京东、顺

丰等平台的50名骑手代表，上台

共同宣读《文明交通倡议书》，发出

“遵守交通法规、拒绝不文明骑行”

的共同倡议，并现场签署承诺，展

现行业责任担当。

此外，闵行公安分局交管支队

与美团外卖共同制作的交通安全

公益短片引得过路市民笑声连

连。短片以真实案例为蓝本，用诙

谐幽默的演绎方式，呼吁市民摒弃

交通陋习。首映后，短片将通过全

区60多块户外大屏、5000多块楼道

电子屏以及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广。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交通安全

手机彩铃”启动仪式，“我们联合通

信运营商推出交通安全宣传彩铃，

市民朋友在拨打电话时即可听到

安全提示语，实现每一次通话等

待，都是一堂交通安全宣传课。”闵

行公安交管支队车宣大队徐伟巍

介绍。

据悉，闵行公安交管部门以

“5·25上海市交通安全宣传日”为

契机，持续推动交通安全进校园、

进社区、进企业等“七进”宣传工

作，让交通安全宣传“看得见、听得

进、记得牢”，积极提升全区交通安

全满意度、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解敏）近日，上

海首家“海上协同治理办公室”在

崇明长兴岛成立。为促进海上综

合治理体系的构建，守护崇明三岛

海洋生态环境和海域安全提供重

要保障。

“海上协同治理办公室”是上海

市首个“海警局—海事法院”联动办

公室，该办公室在崇明海警局横沙

工作站的正式设立，标志着海警和

海事法院两家单位将以党建为引领

全面加强在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多

元解纷等领域的协作交流。

在运行机制上，该办公室将充

分聚焦崇明三岛海域海上执法形

势，常态化开展海上刑事、行政案件

研讨和海上热点敏感问题会商。搭

建起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新平台和海

事刑事审判新机制，加强海警执法

与海事审判协作新配合，推进“海上

枫桥”多元解纷新实践，以海上协同

治理释放平安海域建设新动能。

增强海上协同治理效能关乎人

民安全、海域稳定以及海洋经济的

稳定有序发展。

据悉，下一步，上海崇明海警局

和上海海事法院长兴岛派出法庭将

持续务实执法协作，进一步牢固海

上执法司法衔接，为保护海洋、维护

海权、守护海安贡献双方力量。

守护海洋环境海域安全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

下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

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

提前预约

电话：15901996168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宝华大厦    室（轨交7号

线、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

来即到）

为迎接端午节和“六一”国际儿

童节，徐汇区湖南街道妇联和安福

路居委筹备了一场由辖区少年儿童

做主角的义卖活动。湖南路派出所

安福居委的社区民警吴笔刚也忙前

忙后，不仅要服务好本地孩子，还要

服务好讲外语的外籍青少年（见

图）。这名曾经参与过“99世纪大

阅兵”的飞行员，已经成为守护一方

平安的“语言艺术家”，用心用情用

智慧，寻求安居与乐业的最佳平衡

点，悉心化解一桩桩商居矛盾，让

“亿元街区”安福路更加焕发活力。

不惑之年学说话
2017年，年近不惑的吴笔刚调

任安福居委社区民警，到任后他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学说话”——这个

面积仅0.15平方公里的辖区，实有

人口超5000人，外籍人员占1/5，他

们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着

英、日、韩、西等各种语言。短短几

百米的安福路，还坐落着近百家商

铺，每周有超过10万人次的中外游

客来此打卡。所里的老民警提醒长

期工作、生活在北方的吴笔刚，第一

步得先学会“说话”，“说得上话，才

进得了门”。

于是，吴笔刚开始“学说话”。

为了学上海话，上下班路上，他收听

沪语广播“磨耳朵”。下社区时，遇

到不懂的词汇就记下来，及时请教

身边的居委干部或楼组长。回到家

里，他还拿起女儿的沪语教材，一字

一句地学。对于各门外语，吴笔刚

首先学习简单问候语，再借助手机

翻译软件和物业公司里会讲多语种

的工作人员，尽量多与外籍人士用

外语沟通，让对方有亲切感。

日积月累会说话
几个月后，吴笔刚领悟到，“学

说话”不仅指语种，更是指要能用群

众语言讲道理。

现在，吴笔刚已积累了许多做

群众工作的心得。比如，第一次见面

时，得少说多听，把对方的兴趣点、诉

求默记在心，然后根据对方特点来确

定自己的说话方式。对“闷葫芦”，

要找他感兴趣的话题拉近距离；对

健谈的人，就要把握好谈话节奏。

不同对象的关注点不同，相应

的谈话内容也要有针对性。例如，

商铺业主和员工可能在意每天的营

业额，社区里的老年人往往在乎休

息和健康，而年轻人通常更看重生

活品质。“安福路上无小事。及时化

解商居纠纷矛盾，让它变得‘宜商宜

居’，是我的工作目标。”吴笔刚还

说，“社区民警要懂人、懂情、懂心，

才能化干戈为玉帛。”

安福路上有家网红意大利餐厅

要营业到午夜，户外就餐位尤其受欢

迎，但也常因夜间扰民受到投诉。吴

笔刚多次上门与意大利籍老板尤里

促膝谈心，语重心长道：“我们中国人

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除了经济利

益，也要考虑邻里口碑。好口碑千金

难求，会带来未来收益。”

同时，他走访餐厅周边20余

户、80余位居民，挨家挨户听取意

见，劝说大家相互包容理解。经过

持续走访，尤里答应加装防噪隔音

层、隔音窗等。吴笔刚又建议他在

21时后停止户外经营，用优惠措施

引导客人入室就餐，并关好沿街门

窗。因为居商关系得到改善，经营

氛围更加和谐，餐厅不仅没有因此

影响客流，反而因口碑上升、经营有

方，从安福路首店走向全国，先后开

出十余家分店。

主动作为善说话
安福路人气火爆，吴笔刚也学

会了网络语言，与年轻的创业者沟

通起来更加“丝滑”。

前不久，一美妆品牌租下一幢四

层小楼，斥重金装修。开工没多久，

就遇到居民提意见。原来，店铺外侧

消防楼梯离部分居民窗户太近，影

响采光和居民隐私，且施工队为赶

工期在夜间施工，影响居民休息。

吴笔刚在街道支持下，组织区

相关职能部门、商户、居民代表、居

委干部等多次召开协调会，明确提

出“不能做破坏社区安宁的‘显眼

包’”“IP品牌发展不能阻碍邻近社

区居民的生活”，要求店方把对居民

的影响降至最低。

因为吴笔刚曾牵头帮美妆店解

决员工宿舍、仓库存储等困难，店长

对他很尊重，不仅及时调整了消防

楼梯的位置，主动缩短施工时间，还

听取他的建议主动拜访居民，拉近

邻里关系。与此同时，吴笔刚也逐

户走访居民，替商铺传递善意：“店

家为了让实体店有‘社区’的感觉，

特意将租金最贵的一楼打造成完全

开放式空间，放上桌椅板凳，供来往

顾客和附近居民放松休闲，他们也

很想融入社区……”

“矛盾商居”最终化身“和谐邻

里”，商铺与居民美好共处。如今，

附近居民路过该店时，常会在楼下

歇歇脚、坐一坐。该店也成为安福

路的潮人聚集地、必到打卡点，成为

烟火气息与时尚氛围并存的典范。

据统计，自2024年来，吴笔刚已牵

头化解“商居纠纷”20余起，让50余

名当事人握手言和，守护了辖区的

平安与幸福。 本报记者 孙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