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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逾 95%业主
参与小区日常管理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通讯员
陈玲 在江浦路街道有这样一个小
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大小事
务都能在小区里“ 自我消化”，居委
会通过建立微博群、QQ群、网上党
支部以及业主论坛，搭建“ 四个平
台”有效加强居民自治管理，这个小
区就是位于唐山路1188弄的宝地东
花园。

宝地东花园是高档商品房住宅
区，居民群体呈现出平均年龄低、文
化层次高、在职人员多、网络使用率
高的特点。小区现有常住人口3000余
名，平均年龄不到40岁，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占人口总数的70%以上，在职
人员超过80%。

据宝地东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周丽洪介绍，由于小区内的业主基
本都是上班族，早出晚归，通过“ 传
统方式”进行管理难度较大。于是，
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居委会决定运
用信息化手段，依托微博群、QQ群、
网上党支部以及业主论坛等网络平
台，积极探索党建和居民区自治管理
的新模式。目前，小区内超过95%的
业主通过这些平台参与到小区日常
事务的管理中。

周丽洪回忆，她刚到宝地东花园
任书记时，常有业主因小区停车等问
题争得面红耳赤，自从建立了平台，
很多事解决起来更及时更顺利了。

就以解决停车难题为例，业主们
通过微博群，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
最终通过表决的方式，产生新的“ 停
车政策”，由于沟通充分，那些服从
多数的“ 少数”居民对于“ 新政”也
能够报以理解的态度。

“ 几乎每家每户都加入了微博
群，所有业主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
利，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比业
主大会更直接、有效。”家住小区6号
楼的王先生说。

一月过去家中仍湿
物业被指不闻不问

前日，记者来到了共和新路
1700弄王阿婆的家，发现一个月快
过去了，这间不过十六七平方米的
屋子里还是一片狼藉：天花板由于
渗水严重，粉层已裂开脱落；靠墙
的三门大橱里早已撤空，但是过了
这么多天，用手摸一下里面的木板，
感觉还是有些湿漉漉的；屋子里的
大床上已经铺满了从大橱里撤出的
衣物，一些织物上可以看见清晰的
霉斑。

说起这次的漏水，今年60岁，腿
脚行走不便的王阿婆显得苦不堪
言：“ 这房子是我一个人住的，3个月
前刚刚装修过啊！台风那天发生了
这么严重的漏水，不仅装修毁了，其
他财产损失也很严重。”据了解，8月
8日中午11点左右，王阿婆发现家中
天花板各处开始向下漏水，滴水如
注，当时居委和民警都来帮忙排水。
究其漏水原因，应该是王阿婆所住
的五楼和顶楼六楼之间落水管接合
处的落水斗在下暴雨时排水不及，
发生雨水外溢，导致了五楼六楼隔

层中溢满了积水，最终从王阿婆的
天花板上漏下。

对于自家的损失，王阿婆认为
小区物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不
是物业在台风之前没有做好落水管
的维护疏通工作，所以台风来的时
候水管堵住了造成雨水外溢？”而更
加让王阿婆寒心的是物业在事后的
冷漠，“ 物业一直不理不问，这么多
天我在这发霉的屋子里晚上觉都没
法睡。”这点也得到了小区业委会主
任金阿姨的印证：“ 物业首先是没有
积极主动的进行修理工作，再者也
不愿与受害人一家好好沟通。8月21
日，终于有一位物业负责人来调解，
并承诺3天后给王阿婆一个答复，可
是至今毫无音讯。”

物业表示己方无责
最多刷下墙不赔钱

为了弄清事实，记者随后来到
了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上海共贺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对于王阿婆的指
责，这里的负责人不以为然：“ 发生
漏水后，我们已经上门更换了落水
管并做了检查，发现不存在落水管
堵塞造成雨水外溢的问题，这也说

明我们物业对落水管的管理是没有
失责的。而我们公司也早已经给王
阿婆答复了，对于她要求的一万多
元的赔偿，我们认为漏水并不是物
业的问题，无法答应。物业最多出于
同情，上门给她重新粉刷一下墙面，
至于赔偿只能请她打官司解决了。”

对于王阿婆家为何发生如此严
重的漏水，共贺物业的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 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
时是灾害性天气，雨下太大，导致雨
水从落水斗里面溢出；二是王阿婆
楼上的人家之前不当改造房屋的使
用功能，敲掉了原来分隔阳台和房
间的承重墙，并且把阳台的地漏封
掉了，导致倒溢出来的水无法及时
排出，并蔓延进房间的地面下，最终
给楼下的王阿婆家带来损失。”

为了证实物业的说法，记者又
联系了六楼的住户龚先生，但他并
不认可自家的改造导致了楼下漏
水：“ 我家装修了12年了，之前怎么
从来没出过事？再说我并没有把阳
台地漏给封掉。据我所知，物业对居
民楼屋顶落水管旁沟槽里的垃圾长
时间不清理，才导致了暴雨来临后
的堵塞溢水。”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日前，洋
泾街道博山路50弄门口来了一辆大
篷车。大篷车一展开，就是一个小小
服务社：有修家电的，也有修伞的、
磨刀的、配钥匙的⋯⋯还有回收过
期药品的。大篷车的“ 主人”是洋泾
街道生活服务中心，据中心主任吕
雅萍介绍，以后每个月的4日，大篷
车都会在这里为居民服务。未来，大
篷车还将覆盖整个街道范围内的12
个大型社区。

据了解，大篷车的“ 娘家”是新
开张的洋泾社区生活服务海防便民
服务点。这个服务点是一间面积约
600平方米的独立平房，位于海防新
村里。这间平房原本是一家工厂的
仓库，“ 贡献” 给街道做“ 小修小
补”疏导点。日前在博山路的亮相，
是疏导点第一次开张，房子里一个
个格子间分别是修伞、配钥匙、补衣
服等“ 小修小补”服务项目，房子外
则是家政咨询、早教咨询⋯⋯甚至
宠物健康咨询等丰富的服务内容。

“ 修伞、配钥匙、修理电器，这些都是
传统的社区服务项目，但是，随着居
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
精神层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相应
的我们也会提供更多的家庭生活资
讯类服务。”便民服务点的负责人白
桦表示。

现场，记者一个个格子间逐一
询问价格，发现所有的修补价格都
比市面上便宜10%。缝补衣物摊的

“ 老板”朱女士来自浙江，她说：“ 我
在崮山小区里做缝补已经10年了，
到这里做，不收房租，所以价格可以
便宜点。”此外，记者注意到，在服务
点门口公布了大篷车服务时刻表：
每个月的双日，大篷车都会停在某
个小区。比如：2日，在名门休闲广
场；4日，在博山路50弄门口⋯⋯最
后一天是28日，在高档商品房小区
国际华城门口。

“ 老小区居民对‘ 小修小补’还
是有需求的，把他们集中起来可以
方便居民。而且，点上的服务会搬上

大篷车，定期送到居民家门口。”据
相关负责人白桦介绍，“ 如今，想要
在家门口找到一个修修补补的正规
商店基本上不太可能，即使有，也是
类似‘ 游击队’这样的临时摊点。而
随着便民大篷车的出现，让居民的
消费更加放心了，就好比是配钥匙、

维修家电，最起码不用担心一个‘ 售
后’无保障的问题。”

据悉，目前大篷车还处于试运行
状态，预计“ 十一”长假之后，就能常
态化运作了。届时，大篷车将“ 流动”
起来，每月跑12个服务点，基本上就
能实现洋泾街道全覆盖了。

三林镇志愿者
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日前，三
林镇志愿者服务中心挂牌成立。该中
心整合阳光驿站资源，在总站和4个
分站都开设了服务窗口，为各社区中
心居民志愿者服务。此外，中心还在
各村委会、居委会建立了志愿者工作
联络点，并配有专职志愿者工作联络
员，负责志愿者工作联络、信息上报
和网上志愿者注册系统日常维护。

“ 这是三林镇文明创建的必然
结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三林
的志愿者已涵盖治安、助残、敬老、家
庭等各种类型，分布在各个条线、机
构，“ 需要把6000多名志愿者整合到
一个平台上来。”新成立的三林镇志
愿者服务中心将成为汇聚队伍、项
目、活动、需求的枢纽。

据悉，三林镇志愿者服务中心已
确定创建8支志愿服务队。其中，关爱
农民工志愿服务队，深入企业、工地、
社区，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权益
保护、身心健康、子女关爱等服务；垃
圾减量志愿服务队，通过网上号召、
社区张贴等方式，帮助居民养成垃圾
分类的习惯；此外，便民服务、文明劝
导等成熟项目还将进一步做大做强。

台风过去一月家里湿着 谁担责任拖着
专家建议：物业应和业主坐下来好好谈

近日，市民王小姐通过与本报
合作的市民信箱“ 市民热线”反
映，她母亲在共和新路上的住房前
不久遭遇“ 海葵”，发生了严重漏
水，当时整间房间就像被浸泡在水
里一样，损失惨重。然而，小区物业
的不作为让此事的善后工作至今
未能妥善解决。

本报见习记者 唐昱霄

“ 小修小补”跟着轮子走 便民服务钻进大篷车

大篷车内各种为民服务点让居民感到“ 各种温馨”。 受访对象供图

漏水的日子虽已过去一个月，但王阿婆家的衣橱仍是湿的，衣服迫不得已全拿出来晾在床上。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灾害天房漏水
物业责任难定

在极端天气下，居民家中漏水，
物业是否负有责任呢？962121物业服
务热线的专业人士表示：“ 台风‘ 海
葵’确实是极端天气，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判断物业的责任。如果说是物业
没有及时清理垃圾，导致落水管堵塞
造成漏水的，业主应当通过物业服务
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认定物业有维护
不当的失职责任。”

对于王阿婆的索赔，法律人士
认为：“ 假如确实认定是六楼房屋改
造导致漏水的，那肯定是向六楼住
户寻求赔偿。如果与六楼无关，那么
还涉及一个‘ 认定不可抗力’的环
节，而台风就是一个不可抗力因素。
所以，我们建议业主和物业通过积
极主动的协商来解决赔偿比较好，
如果打官司的话，法院可能也只会
认定一部分的赔偿请求，因为根据
不可抗力的影响，物业可能会部分
免除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