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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嘉川 昨晚7
点左右，正值居民们饭后散步时间，记
者在位于浦东长青路昌里路路口看到，
已经有不少人聚在了长青公园门口，人
行道上也已经有人摆好了个音箱，旁边
还停放着推音箱的小车。7点半左右，渐
入夜色的公园门口开始热闹起来，居民
跟随舞曲舞动起来。不一会儿，一侧的
人行道上已有近100多人跳起了舞蹈，
多数都是中老年阿姨，其中也不乏年龄
尚小的小朋友，甩手、扭腰、转圈，她们
乐在其中、谈笑风生，常来观舞的市民
张阿姨告诉记者，这里多的时候要150
多个人同时跳舞，喇叭声音为了照顾站
得较远的人会开得比较大。

家住马路对面小区的市民桂小姐

告诉记者，自己每天下班都会路过这个
街口，“ 这些阿姨每天都会在这里跳
舞，走过喇叭边上真的觉得声音还挺大
的，就算走远一点到小区门口，还是能
听到。”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
公园门口坐着的一位老伯，桂小姐介绍
说他就是这里的“ 老板”，穿着整齐的
这位老伯告诉记者：“ 这喇叭是我的，
我每天都在这里的。”他表示如果要下
场跳舞会收取一定费用，“ 我们收月
票，10元钱一个月。”

一个正要进公园散步的居民告诉
记者，这个活动两年前就一直在这里
了，“ 喇叭声音很吵，但是他们要跳舞
健身也没有办法，走远一点就听不见
了。” 面对喇叭噪音是否扰民的问题，

老板告诉记者，在这里跳舞有时间限
定，“ 7点左右开始，9点前基本上我们
就关喇叭了，一般不会吵到居民休
息。” 记者接连采访了几位附近的居
民，他们也都表示如果不是走到这附
近，并不会觉得这声音很嘈杂。

但除了噪音，附近几位正在等红绿
灯过马路的市民也告诉记者，虽然噪音
能理解，但是她们几乎每晚都占了人行
道，让他们散布很不方便，“ 这是公园
的门口，我们要进去势必要穿过他们，
人站得这么密，总是很不方便。”桂小
姐也表示自己每天下班以后路过这里
都要从人行道下来，然后绕过她们再继
续走，“ 毕竟是一个十字路口，车流也
大，总觉得不是很安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唐昱霄 晚上
不到8点，从宝山区场联路拐进环镇北
路，街面上的光线顿时就亮堂起来，再
往前几百米就到了最热闹的地方，这
里不仅商铺林立，摆地摊的也不少，夜
排档和烧烤摊也到了营业点，而不少
居民也分成好几组，分散在路边开始
跳操，以至于记者每走几步都有不同
的曲子震动耳膜。在环镇北路68路公
交车终点站对面的圆形广场，这里俨
然成了居民们的夜间休闲娱乐中心，

上百号人在此随着高分贝音响里的音
乐翩翩起舞。即便空间很小，转个圈都
很容易碰到他人，但人们依旧乐此不
疲。一位在旁坐着休息的附近居民告
诉记者：“ 人们在这里跳舞至少有五六
年了。”

这边跳的热闹，那边突然传出一
声无比尖利的报数声：“ 1、2、3、4！”
原来，在广场一侧建设银行拉下的
卷 帘 门 上 挂 出 了 一 张 投 影 屏 幕 ，几
十个人在这儿唱起了卡拉OK。一片

嘈杂的声响中，隔壁居民楼里的一
位居民还特别探出头来看看，然后
关上了窗户。在和身边一位“ 听众”
的闲聊中，记者获悉，这里唱歌专门
有人组织，并不需要花钱。在露天
KTV旁的上大阳光乾恩园里，一位
保安告诉记者：“ 最靠外一排房子的
居民过去经常来投诉，说是晚上声
音实在是太响。后来好像有人来管
过了，这 些 跳 舞 的 呀 ，唱 歌 的 呀 ，基
本九点以后都结束了。”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实习生 曹
之光 刚开放一个多月的浦江镇江龙路
文化广场近期人气很旺。因为有志愿者
捐了电视机、音响、话筒，所以每天晚上6
点到7点，居民们不是开辟“ 沪剧练唱专
场”就是“ 练习流行歌曲专场”，晚上7
点以后是舞蹈大联欢。只要不下雨，广场
上总是有200多人自娱自乐，其中70%的
居民在上面K歌、跳舞，剩下的边聊天边
观摩。虽说热闹，却也给周边部分居民的
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噪音扰民。

昨天晚上6点半，记者赶到距江龙路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最近的景舒苑五村东
区，大约离开广场100米，但是音响的声
音依然清晰明亮，并通过手机分贝测试
器实地检测在70分贝左右。记者随机采

访了小区中纳凉的居民，孙阿姨表示很
有意见：“ 最吵的是晚上7点到8点，在那
个时段门窗都不能开。我有心脏病的，和
广场方交涉好几次了，声音是否可以小
一点。结束时间是否可以早一点。”

凌先生则说：“ 待在家里发现确实
是吵了一点。所以，希望有人去反映一
下，唱歌跳舞到晚上8点30分就结束，家
里的小青年一大早要上班的，不能让他
们休息不好。”9号楼的陶阿婆告诉记
者，尽管因为自己岁数大了，无法去文
化广场唱歌跳舞，但是作为居民自发的
文化娱乐纳凉活动，她表示相当欢迎，
但谈及如果对其他居民的生活造成了
噪音污染，她还是建议广场管理方能够
将音响声调小点。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实习生 丁
辰悦 为有效控制园内高音喇叭扰民一
事，日前，闸北公园在园内的中心广场
里安装了的“ 分贝检测器”。时时监控
园内环境噪声不得超过70分贝。那么，
在此分贝器投入运用之后的一段时间
里，是否成效显著？记者昨日实地走访
了闸北公园，对此疑问进行了调查。

昨晚，记者来到闸北公园内的中
心广场，此时间段只有少数老年人在
打拳舞剑，零零散散分布在广场上。给
记者的感觉还是相对比较安静和有序
的。10分钟内，分贝器上显示的分贝数
基本控制在50分贝上下。但令记者感
到奇怪的是，显示的分贝数每隔半分
钟左右会突然从50分贝左右降至17分
贝，在此期间记者并没有感到周围的

环境声音有如此大幅度的变化。这样
“ 诡异” 的现象是否因为分贝器出现

了故障？
另外，记者还注意到，当时的气温

在30摄氏度左右，然而显示器上竟然是
301C，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记者询问了
有关人员，得到的解释是：上面显示的
是华氏度。这就更加令记者奇怪了，根
据华氏度和摄氏度的换算公式，30摄氏
度相当于86华氏度，如果按照显示器上
的301华氏度来换算，那么就相当于150
摄氏度，这样的天差地别竟然没有被来
来往往的人所发现，园内的管理人员也
没有引起注意，似乎太过疏忽了吧！

为此，记者找到了闸北公园园长刘
女士，向其反映情况，刘园长当场电话
联系了维修人员安排维修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实习生 许欣
捷 昨天晚上，记者来到位于遵义路仙
霞路上有着虹桥商务区“ 夜明珠”之
称的虹桥公园，记者看到，该公园位于
几幢商务楼及商场附近。还未进入公
园内，从远处记者便能听到音律极强
的动感音乐声，广场上，一群大爷大妈
正跟着音乐“ 翩翩起舞”。

“ 这边晚上一直这么多人的，都是
些住在这附近的居民，夏天没事会过
来纳凉，顺便锻炼锻炼身体”，家住遵
义路上的陈阿姨伴着音乐的节拍向记
者说道。“ 我基本上没事都会过来，今
天来跳舞的人还算少数了，平时这边
广场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都是来跳
舞的。”

记者注意到，虽然此间的“ 分贝”
确实比较高，人气也很旺，却对周边的
居民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公园并
不与居民小区紧挨着，邻近的建筑大
都是虹桥开发区内的写字楼与大型商
场。“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每天都来
这里准时报到的，又能锻炼身体，又不
会影响别人休息。”舞客们说。

噪音虽“ 扰”民 但也能和平共处

地点：浦东长青路昌里路路口

经常有居民来投诉：晚上声音太响

地点：宝山环镇北路街心广场

离小区远对居民影响不大

地点：虹桥公园

距音源百米测试噪音70分贝

地点：浦江镇江龙路文化广场

探索中前行 无奈分贝检测器出故障

地点：闸北公园

居民在跳舞。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四川北路歌声扰民。 本报实习生 余博文 记者 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