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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万万88买买私私家家农农庄庄实实为为转转包包地地？？
市民有疑问，监管很暧昧，国土局监察大队拒绝接受采访

本报7月9日讯（见习记者
赵红 记者 董从哲）“16 . 8
万元买400—800平米的私家农
庄，济南湿地公园旁，可以养老、
养生、种植采摘休闲度假……”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位于
长清平安街道的云溪庄园大肆
发放小广告卖“私家农庄”，怀疑
他们证件不全。为此记者来到云
溪庄园了解情况，发现确实有人
在开发房产，但监管部门的态度
却十分暧昧。

近日，不少市民被塞了小广
告，上面是16 . 8万元可买私家
农庄的宣传。小广告声称只要花
16 . 8万元，就可以买到400-800
平米的济南湿地旁宅院，“做快
乐农场主，开启山居庄园生活”，
而且“水电网入户，社区化管
理”。真的如此吗？这样的房子到
底是农田用地，还是住宅开发？

记者以看房为由来到云溪
庄园探访。记者看到，部分庄园
的建筑已经完工。销售人员介绍
说，这里一期126套，已售完，二
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9月份
完工，共三期，400余套。记者接
着又看了两家正在室内装修的
住户，两室的，住房很小，大部分
是种植地。随后销售人员带领记
者来到销售中心，有两对老人正
在咨询着。经销售人员介绍，一
期和二期的销售图上贴了红点
的已经出售，记者看到一期还剩
一户，二期基本卖完一半了。据
介绍，后期有休闲公园、活动广
场、荷花观赏池、垂钓池、拓展训
练场、动物认养区，目前还未建
设。

整个私家农庄广告给人的
印象是，这是农田地里建成的蔬
菜大棚看护房，但是却包装成了

休闲别墅和农庄宅邸。这些土地
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有没有开
发资质，产权又是多少年呢？不
少市民告诉记者，他们对此一肚
子疑问。

记者询问到，虽然这个地方
很偏远，环境不错，为什么价格
不算高？有五证两书吗？将来有
房产证吗？有预售许可吗？

随后销售人员只是拿出了
《承包合同》和《营业执照副本》
的复印件，果然，他们的“房子”
和商业住宅区别很大。在他们的
解释中，在这里买房者实际上就
是“土地转包”一样了。工作人员
解释，他们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也
是“出租”合同，不是售卖。

“我们这里没有五证两书，
和房地产也不一样，我们承包这
片土地三十年，与客户签的承包
合同是 2 5 年。相当于你花了
16 . 8万承包了25年，每个月才
需要560元，来住这个农庄是非
常合适的。”销售人员解释说。记
者看到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
写着，生态农业观光、开发、蔬菜
的种植、销售、垂钓服务、农业技
术推广、研发，并盖有长清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的章，上面并没有
房产开发等内容。

这样的公司在此处建房盖
房到底合不合法呢？记者就此咨
询了地块所属的长清区住建委。
住建委的工作人员称这种情况
不是住建委的管理范围，建议问
一下国土资源局。8日，记者打电
话咨询了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了解情况后称，工作特别忙，没
时间接受采访。9日上午，记者专
程来到国土资源局监察大队采
访，该单位工作人员再次拒绝了
记者采访。

甩鞭声扰了清晨美梦

最近家住城建局家属院的
王先生睡眠质量很差，为此他很
郁闷。“平时工作很紧凑，儿子刚
高考结束，又要给他咨询学校、
报志愿，忙得我焦头烂额，压力
特别大，导致睡眠不好。”王先生
说，他每晚10点半准时就寝，但
直到夜里一两点才能入睡，本指
着早上晚起多睡会儿，可邻近广
场上清晨健身的甩鞭人，就是不
能让他美梦成真。

“早上6点，甚至更早，家属
院北边的广场上准时响起鞭子
声，‘啪啪’声不绝于耳，把人搅
得没法睡觉。”让王先生无奈的
是，广场上不止一位甩鞭人。“经
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鞭子甩
在地上，越抽越起劲”，王先生感
叹说。

城建局家属院位于恒地集
团内，北邻清悦园和清怡园两个
城市广场。因地处城区中心位
置，硬件设施完善，在清晨和夜
晚，总能吸引大批市民来广场健
身。“一年四季，只要天气好，每天
都会有人甩鞭子，冬天还好说，夏
天家里都敞着窗子，声音听得很
清楚。”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家
属院邻近长清公园和两个广场，
居民本该拥有很惬意的生活，可
自从广场上来了甩鞭人，舒适的

生活就被“一抽而光”。

多数甩鞭人

未意识到有安全隐患

和广场舞大妈一样，如今甩
鞭大爷在城区各个广场上普遍
存在。8日清晨，记者来到长兴美
郡、恒大绿洲、文昌山庄、名流华
帝等小区，这几处小区附近都有
休闲广场，供周边居民健身娱
乐。记者看到，每个广场上至少
有一名甩鞭人，均为男性，以退
休老年人为主。他们手里拿的鞭
子，长约三四米，用不同材质做
成，有的是铁链子，有的是麻绳，
甩起来啪啪作响，十分刺耳。

“甩鞭子就是为了强身健
体，解解闷，平时闲着也是闲
着。”在长兴美郡小区附近的广
场上，61岁的胡大爷告诉记者，
退休后他看到有不少人靠甩鞭
子锻炼身体，觉得很新鲜，他照
葫芦画瓢，自己制作了一条鞭
子，跟着别人后头边看边学，久
而久之，很快掌握了整套动作。
在一些五六十岁的大爷们看来，
相比于广场舞和健身操复杂的
动作，甩鞭子对他们来说更容易
掌握。

当记者问到“是否注意到甩
鞭子会给周围居民生活带去不
便”时，胡大爷表示，一条绳子不
会有太大动静，噪音污染更是谈

不上，只是有些人在小题大做。
“甩鞭时，我都是耳听六路眼观
八方，手上自有分寸，根本不会
抽到别人。”胡大爷自豪地说。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甩鞭人并
未意识到甩鞭子存在的安全隐
患,他们以谁打得响亮为荣,甚至
以此竞赛。

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甩鞭
子发出的刺耳声响，绝对不亚于
流动广告车、婚庆礼炮带来的噪
音干扰，尤其甩鞭人多选择清晨
或夜晚活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
附近居民休息，引起人们的反
感。“特别怕他们抽到孩子，小孩
子觉得甩鞭子新鲜，不自觉地就
会凑上去，家长要是没看住孩
子，很容易造成危险。”带孩子晨
练的李女士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不少大人见了都绕着走，就怕
一不小心被鞭子抽到，更别说孩
子了”。

甩鞭最好错过休息时

或远离居民区

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规定，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白天为70分贝、夜间为55分
贝。甩鞭的声音如果超过此标
准，就可以被定义为噪音。

“虽说是为了健身，可也不
能影响别人的生活，广场舞的音
响可以调节音量，可这甩鞭子的
声音实在太大了。”有市民通过
本报呼吁甩鞭人，为了避免扰
民，活动时最好错过休息时间或
者远离居民区。

更多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出面管一管。据记者了解，城
管执法部门只对建筑噪音有管
辖权，市民健身产生的噪音并不
是该部门的职责所在。“我们接
到过不少关于广场上甩鞭扰民

的投诉，我们也会对甩鞭者进行
劝阻，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某
广场管理处工作人员坦言，他们
没有执法权，因此很难解决好类
似问题。

记者从长清区公安部门了
解到，虽然公园是公共健身场
所，甩鞭者在此健身没有问题，
但如果因甩鞭声音过大，对他人
生活造成干扰，或者危及他人人
身安全，市民可以拨打110报警，
警方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执行。

有专家表示，这项运动响声
大，存在安全隐患，引发了不少
冲突和矛盾。相关管理部门有责
任出面协调，引导晨练者注意个
人行为，不要影响其他市民的正
常生活。晨练者和被扰者双方也
要换位思考，相互理解，这样才
能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的社
区环境。

除除了了跳跳舞舞大大妈妈，，又又来来了了甩甩鞭鞭大大爷爷
甩鞭声音大扰民了，广场甩鞭能否避开休息时或离远点

进入夏季，在城区的一些广场上，除了广场舞大妈，还多
了许多手拿鞭子的甩鞭大爷，无论在清晨还是夜晚，为了强
身健体，大爷们用力挥鞭。可这并不受周围居民的待见，在他
们看来，响亮的鞭声就是噪音，不仅惊扰了清晨的美梦，还存
有安全隐患。为此有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出面管一管。

本报记者 张帅

夏天在城区的广场上，随处可以看到甩鞭人（资料片）。

▲所谓的农庄更像室内大棚。
见习记者 赵红 记者 董从哲 摄

农庄的广告给人印象就是在卖房产，其实只
不过是“租大棚房”住。

见习记者 赵红 记者 董从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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