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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社区

本报济宁5月22日讯 (记
者 范少伟 ) 近日，济宁城
区明珠花园小区开始为居民
办理车辆门禁卡，收取适当
费用。虽然推行起来有些难
度，但大部分业主比较支持，
物业公司与业主关系形成良
性循环，小区管理更加完善。

“您办卡了吗？如果没有
保安处可以办，过几天系统
就要正式运行了。”22日上午
9点，明珠花园西门，保安袁
师傅对进出的车主解释道。
明珠花园小区华园物业公司
5月份开始为业主办卡，车辆
进出大门的蓝牙卡每张 5 0

元，倒闸设施的建设费等每
辆车收取120元。“从5月份开
始办理，已经有600多辆车办
了卡，大部分业主还是挺配
合的。”袁师傅说，明珠花园
小区西门临近科苑路，南门
临近红星路，很多外来车辆
进出小区，晚上其他小区的
车辆停放在小区内，占用小
区公共用地，也影响业主安
全。

“很多业主反映小区外
来车辆太多了，于是我们就
在门口安装了倒闸。”明珠花
园小区华园物业公司保安队
长谭先生说，今年三四月份
在小区里贴通知征求业主意
见，每辆车收取的120元，主
要是倒闸系统以及小区监控
的安装建设费。设备安装后，
小区还将增设18名保安，目

前正在培训，23日开始上岗。
“除了业主的车辆，到小区走
亲访友可以办理通行证，门
口登个记就能在小区内免费
停车三个小时。”

“近几年小区车辆确实
增加了很多，原来一幢楼里
只有两三辆，现在都停不下
了，物业公司安装倒闸是好

事，希望以后加强管理。”到
保安处办理门禁卡的一位业
主说，只要收费合理、公开透
明，收些费大部分业主都可
以接受。

“明珠花园小区2001年
上房，到现在13年了，近几年
私家车数量猛增，为了解决
小区停车难的问题，才安装

了倒闸。”明珠花园小区华园
物业公司负责人张峰说，刚
开始也有业主不同意，推行
起来有点难度，但收费并不
是目地，只是为了更好的服
务小区和业主。看到安装倒
闸后对小区车辆管理确实有
好处，大部分业主都能理解
和支持。

城区明珠花园小区———

试试行行车车辆辆门门禁禁卡卡，，居居民民挺挺支支持持

“停车位、门口倒闸等公共设施，
上房时都没有，不改造小区更难管理。
改造的费用得向业主收取，需要一个
过程，也需要物业公司与业主的良性
沟通。”鲁抗家园物业公司经理孙克明
说，鲁抗家园上房十多年了，原来没有
停车位，去年物业公司在小区里改造
了300多个停车位，安装了倒闸，花了
三十多万，每辆车收取600元，刚开始
向业主收取费用时特别难。

小区停车位改造后，道路压力明
显减小，原来小区道路两边停满了车，
救护车、消防车根本进不来，现在小区
车辆停放很有秩序，经过两三个月的
时间，小区大部分车主都交钱办理了
门禁卡。“老旧小区的物业费很低，满
足物业公司的正常运转就不错了，而
且没有维修基金，对小区进行改造得
经过大部分业主同意，向全体业主收
取一定费用。”孙克明说，这个过程还
是比较难的，需要物业公司提高服务
意识，更需要物业公司与业主多沟通，
双方形成良性循环，把小区建设管理
的更好。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城区老旧小区
纷纷提升硬件

延伸阅读

本报济宁5月22日讯(记者 孟杰
通讯员 朱珊珊) 上房快一年了，水电
都正常，天然气却迟迟没通，让育贤小区
的居民很是不解。22日，记者从济宁市华
润燃气有限公司了解到，公司还没有接到
该小区物业的用气申请，想通天然气需物
业先提交一份由每户业主签名的用气协
议，根据实际情况，可酌情放宽对入住率
的要求。

“我们是前几天才搬进来的，装修的
时候已经安了燃气灶，但现在还用不上天
然气。”22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薛口家
园北面的育贤小区，22号楼的孔女士告诉
记者，搬进新房10个月了，家里做饭还在
用电磁炉。在另一位小区居民徐女士家的
厨房里记者看到，天然气管道、阀门、燃气
表都已经安装妥当，原本应该放置燃气灶

的位置有两个电磁炉和一个电饭锅。
该小区物业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之所以没有开通天然气，是
因为小区的入住率实在太低。“去年新
上房的一共是一千多户业主，到现在入
住的连百分之十都没有。”随后，记者从
济宁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小
区的天然气管道安装工程已经全部完
毕，随时都可以开通。“一般小区每栋楼
入住率达到70%左右我们就可以考虑为
其开通天然气。”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
场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考虑到该小区
居民的需求，他们会酌情放宽对入住率
的要求。“小区物业应该先提交由全体
业主签名的用电协议和业主名单，每户
再缴纳一部分预付款，就可以用上天然
气了。”

上房10个月没通天然气
燃气公司：可酌情放宽要求，物业应先提交用气协议

明珠花园小区门口贴出了办理车辆门禁卡的通知。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摄

因为没通天然气，居民炒菜只能用电磁炉。 本报记者 孟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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