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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外挂个牌商铺就算开张了
有人觉得生活便利，也有人觉得太扰民
统筹 鞠平 本报通讯员 张莉莉 本报记者 蒋慧晨 于飞

初装费交了7年

“两气”还没通

读者热线点题>>

燃气初装费和暖气初装费交
了7年，家里的燃气管和暖气片也
都安上了，可直到现在小区仍然啥
气也没通，这让金桥花园小区的业
主很是郁闷。

记者调查>>

倪女士是金桥花园小区13号
楼的业主。据她介绍，金桥花园有6

栋楼是2005年建好的新居民楼。新
房子的业主在拿钥匙的时候，统一
缴纳了暖气、燃气等初装费用。可
等到现在也没有通气。

5日，记者在金桥花园小区了
解到，这6栋新居民楼现在有至少
一半的房子是空着的。

小区业主刘先生告诉记者，因
小区暖气和天然气一直没通，有的
业主根本没搬过来。

记者在几栋居民楼的墙上看
到有送气的广告，还有的房子玻璃
上贴着出售或出租的信息。

记者从新奥燃气和负责莱山
区供暖的清泉热电和东昌供热处
了解到，金桥花园小区根本没与他
们签订供气合同。

既然投资的钱都收了，为何不
开通呢？对此，居民楼出卖方金桥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金桥
花园小区已纳入了拆迁范围，很快
就要拆迁了。为避免浪费，待拆迁
安置后再投资，而那时候业主也就
不用再交这笔钱了。

记者从市规划局了解到，该小
区位于三滩1号小区，规划条件已
发给土地部门。但目前还没有摘
牌，不能确定是否拆迁。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通讯员
赵晓雷 记者 苑菲菲) 5日，

招远市一女子和男友闹矛盾，气愤
之下想要吓唬男友，竟报警让民警
将男友“抓进去住几天”。经民警巧
妙调解，双方终于和好如初。

5日，招远市公安局泉山派出
所接到一女子的报警，称她被男友
打伤了。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名
20多岁的女子正坐在路边哭泣，左
脚受伤。

女子见到民警后，指着旁边的
男子，直喊“把他抓起来”。

经询问，今年23岁的小丽与24

岁的男友小强是一对热恋情侣。当
天因琐事发生口角，小强动手打了
小丽一拳，并将小丽推倒在地。没
想到小丽倒地时，将左脚扭伤了。
这下小丽不乐意了，于是报了警。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民
警首先批评了小强的打人行为。小
强给小丽赔礼道歉，没想到小丽不
依不饶哭着让民警一定要将男友

“抓进去关几天”。
民警灵机一动，将小丽带到一

边做笔录。小丽泣不成声，说小强平
时对她很好，就是喝酒后打人，请求
警方严肃处理，以免再发生类似事
情。

民警告诉小丽：“需要你先去
医院验伤，如果殴打造成轻伤以
上，就构成刑事案件，甚至可以判
刑。”听到这话，小丽立即称，只是
想吓唬下小强。民警称要刑拘小
强，小丽忙称要马上撤案。

民警对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两人低头认错和好如初。

记者走访了几处小区的居委会，
居委会的负责人均称无权干涉。“如
果小区内有乱搭乱建，或者商铺有扰
民情况，我们只能向有关部门反映。”

记者从环保部门了解到，商铺在
申请营业执照之前，需要环保部门进
行环保标准审核，而对于“住改商”的
商铺审核标准会格外严格。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住改商”商铺周围的居民
有一票否决权。即使周围居民有一人
反对，环保部门也不会通过“住改商”
的审核。

芝罘区工商分局企业监管局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住改商的商
户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时，除了要出
具租住房合同、房产证复印件等有效
证件外，还要由居委会或业委会开具
同意“住改商”的证明。

2007年开始实行的《物权法》第
七十七条中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
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
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同意。

“住改商”到底是利民了
还是扰民了？对此，居民是有
人欢喜有人忧。家住海滨小区
宏川路58号楼的蒋女士对此
是怨声载道。

她告诉记者，自己房间外
面就是海边小区有名的“商业
街”，楼下仅饭店就开了三家，
这三家饭店每天晚上都要经

营到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客
人在里面喝酒闲聊，情绪激动
还要吵上几句。

清晨不到5点，配送原料的
汽车又开始在楼下隆隆地跑，
接着就是卖早餐的声音，一直
到早晨8点都不得消停。“实在是
太吵了，我夏天最热的时候也
要坚持关窗睡觉，不然就根本

睡不了。”蒋女士抱怨道。
同是一个小区，居民还存

在不同的说辞。李先生认为，
他家与“商业街”隔了一栋楼，
噪音对他生活的影响不太大。

“其实小区里有些小商店对生
活也很方便，不用走远就能买
到生活用品，都是上班族，很
省时间。”

记者调查了解到，烟台市
一间写字楼或门头房的月租
金在几千至上万元不等，而一
间住宅的月租金只需每月不
到两千元，如此大的租金差距
是让众多商户选择住改商的
主要原因。

在某小区经营服装的李
女士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
她的小服装店开在居民楼的
一楼，每月租金1000多元。如
果租一个正规的门头房，每
个月租金最少要 2 0 0 0元，每
月1000元的价格差加上可以

忽略不计的装修费、牌匾费
等各项费用，让她选择了租
住宅经营。

除了房租费用较低外，住
宅小区人员密集，客流量大也
是众多商户“住改商”的原因
之一。

情侣闹矛盾报警

经民警调解和好

环保部门>>

需征得四邻同意

居民看法>>

方便了生活但又不堪其扰

记者调查>>

运营成本低是主要诱因

家住东方巴黎55单元的
业主，近几个月来一直被一件
事困扰，2楼经常冒出油烟，大
家都不敢开窗。

5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东
方巴黎55单元居民楼，居民怀
疑有问题的2楼住户家里房门
紧闭，房门是普通的防盗门，
房门上还贴着春联和福字，从
外表上看与寻常百姓人家并
没有区别。

住在该单元的王女士告
诉记者，有时候中午和晚上会
有一些人到2楼去吃饭。一做
起饭来油烟味就飘了上来，家
里都不敢开窗。

这些都还可以忍一下，关
键是单元楼里每天来这么多
陌生人，让人很没有安全感。
王女士不满道，“经常有去2楼
的人误把门铃按到别人家，单
元里几乎每户的门铃都被错
按过。我们的正常生活已经受
到影响了。”王女士说。

同时，王女士给记者看
了一份有 7家业主共同签字

的申诉书，上面写着，“该住
户将自家住宅租给别人从事
餐饮业，该饭店属于无证经
营……这家饭店除了油烟味
儿和噪声扰民外，还存在严
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极易引
发火灾……”

据东方巴黎的中泰物业
公司办公室主任谭先生介绍，
物业曾去检查过一次，当时房
间的墙面上挂着标价的菜谱。
但男主人坚持称，平时只宴请
朋友和招待自己公司的员工。

下午4点左右，记者跟随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再次来到
了该住户家中。

房子大约150平方米，房内
共摆放了3张大餐桌，玻璃杯、
餐具等用品一应俱全。尽管房
内摆设怎么看都像是餐馆，但
男主人坚称，家里只是宴请亲
朋。

在莱山区的金沟寨小区
内，住改商的商铺五花八门，
包括牙科诊所、养生馆、空中
充值等。外面挂个牌子就算正

式开张了，还有的直接在窗户
上还贴张告示，也成了一家商
铺。

在莱山区的海滨小区，
“住改商”的情况更为普遍，
其中一家美容院的负责人李
女士告诉记者，在小区内如
果 想 租 个 房 子 将 其 改 为 商
铺，只要跟房东商量通了就
行。如果房东不介意，居委会
也不会介入。

李女士告诉记者，这座
住宅楼就是由她租来的，当
时跟房东说是要做商业用途
的，房东同意后，她就进行了
改造。

在芝罘区的市府小区，有
一家餐馆是由自家的房子改
造成的。市府小区最北边的一
排住宅楼基本都改成了商铺，
其中餐馆居多。

一位餐馆的老板告诉记
者，因为这里逐渐发展成了小
吃街，所以他“审时度势”充分
发挥自己房子的地理优势，将
自家房子改为了餐馆。

现场探访>>

只要房东愿意 商铺随便开

将住房开个窗口改饭馆，有人觉得吃饭方便了，可楼内的邻居却不得不忍受噪音等污染。
记者近日走访市区多个小区发现，优越的位置，低廉的价格使得各式各样的“住改商”店铺越
来越普遍。可是商铺开在住宅楼内，是否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商铺经营者是否需要提前征得
四邻的同意呢？为此，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访。

▲在市府小区，住房挂上牌子就成了一家餐馆。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 .在金沟寨小区，二楼的窗户
内贴上纸条，一家商铺就算是开张
了。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在海滨小区内，一家美容院
位置很隐蔽。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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