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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闻
4 月 11 日、12日，本报曾报道了泰城一老旧小区下水道被堵之后，居民准备修理却找

不到规划图纸以及小区公共空间被瓜分，绿地被开辟城菜园子的现象。后来，该小区通过居
民议事会的形式商讨解决方法。
邻里之间，如何相处更和睦，公共事务应该如何得到合理解决。老旧小区在没有物业的

情况下，能否另辟蹊径解决公共问题？

不论是化粪池堵塞还是公共绿地被瓜分，说
到底，这些都是邻里之间的生活琐事。既然是琐
事，那么就应该有解决琐事的方法，既然不是多么
大的工程，当事者应该心平气和商讨解决方法。

虽然，没有物业管理，一些业主的不恰当行
为难以得到最及时和直接有效的制止，让每个
业主都具备无私和自觉的意识和习惯也不现
实。可是，即便是有物业，一些乱搭乱建等行为
也仅限于调解。可以看出，邻里之间的小事就应
该用小事的方法去解决。

一味地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同样，因为这
些琐事而产生纠纷虽然很必然但确实没必要。
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小环境中的人们，对这个区
域的认知都会怀有家的情感。在这个情感基础
之上，不论是多么难调解的问题都是在家庭的
范畴中进行。就像一家的兄弟俩，也许会因为财
产、养老等问题产生纠纷甚至矛盾。可是，在最
关键的时刻，打虎还靠亲兄弟。所以，在共同的
情感认知基础上，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量解决
办法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从情理上存在调解的可能，那么，寻找
一个适合、有效的调解方式也就变得现实。就像
金山社区议事会的模式，居委会的领导、当事
人、邻居，相约坐在一起，坦诚地讨论。

当然，有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往往和资
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涉及到资金问题的时
候，许多人从心底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抵触感。就
像金山社区居委会书记理解的那样，人们的抵
触情绪与资金的收取、透明、流向有直接关系。
只有让业主感觉到花钱办了实在事，并且，筹集
的资金能够完全用于解决问题，他们才会逐渐
打消心头的疑虑。

解铃还须系铃人，邻里之间产生的摩擦、纠
纷甚至矛盾，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解决。邻里之间
多一点体谅和谦让，一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一
些积攒的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温和的解决。

小区下水道堵了之后，想
要疏通竟然找不到化粪池的具
体位置，老旧小区环境治理难，
难在不少小区在规划建设上出
了问题。

转转泰城的大街小巷就可
以发现，出现化粪池泄漏、污水
外流的老旧小区不在少数，其
中很多污水泄漏问题治理困
难，屡治不止，究其原因是在当
初的规划设计无法满足现在的
排污需求。

泰城通天街附近一个老小
区，建于上世纪80 年代，居民
入住的时间一长，发现问题多
多，其中一栋居民楼经常污水

泄漏，后经多个部门联合治理
也无济于事。据该楼居民介绍，
由于当时规划不合理，两个楼
并用一个化粪池。而化粪池挖
的太小了，时间一长出现了污
水外溢的现象，治理上异常困
难，基本是治标不治本。

建筑是百年大计，小区的
规划建设应考虑长远。不然的
话，现在住得再好再舒服的小
区，当它变成老小区、旧小区的
时候，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老旧小区的问题不单单关
乎着他们小区自身，更启示着
相关部门在建设住宅的时候，
应当考虑到未来几十年甚至几

百年，把设计规划的目光放得
长远一些。

现在，随着建设技术的不
断提高，建筑规划水平也在提
高，新建设小区的类似问题可
能大大减少了。但是，也不是
没有问题存在，这主要表现在
承包转包过程中另行一套，不
尊重当初的设计规划等现象
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所以，
除了小区建设中要注意合理
规划，建设规划监管部门一定
要严把质量关，否则的话，当
这些小区变老变旧，问题显现
的时候，恐怕叫苦的不止是社
区居民了。

公共绿地被开垦成菜园，
污水常年横流无人治理，楼梯
间堆满杂物互不相让……在
老旧小区，这些现象仿佛已被
人们当作正常。也许有人会
说，老旧小区就应该是这样，
不脏乱差就不是老旧小区了。
可有什么理由让老旧小区被
人忽视频繁被伤？除去历史遗
留、无管理单位等外在原因，
作为小区主人的各位居民是
否也应该想想，是否也与自己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导致这些问题频现的原
因，大体有这么几个，一是企
业破产原居民宿舍成为没人

管理的小区。二是小区建设之
初不规范，没有管理单位，久
而久之无人问津。再有就是小
区历史太长，硬件设施已难以
承担，如供暖管道过细、杂质
沉淀而取暖效果不佳，化粪池
常年堵塞难以疏通。复杂的原
因让老旧小区问题变得复杂，
难于解决听之任之也就成为
常态。

老旧小区的难题，最难受
的是小区居民。居民们都想找
相关的负责单位出面解决这
些问题，可细想一下，在许多
难题中，居民自己不应该是第
一个被问责的“负责人”吗？将

小区公共绿地瓜分，养起了鸡
鸭鹅；或者开垦出一两沟田
地，收获一星半点的果蔬；又
或是互相攀比谁侵占的楼道
空间多，将舍不得丢弃的东
西全堆在自家门前。本来老
旧小区已难以负担日益增加
的重担，居民们若还不自顾
怜惜，不顾整体利益只想着
自己。那么，由整体利益保障
下的个人利益，势必得不到保
护。奉劝那些个别居民，把大
家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把小区
当作共同的家园。在维护小区
集体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自
己的利益。

心平气和坐下来
本报记者 胡修文

把大家的家当成自己的家
本报记者 赵兴超

当新小区变老变旧
本报记者 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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