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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燕

7层楼装电梯需50万
居民盼财政补贴

家住济南历山路146号、78
岁的张建义和邻居已被老楼没
电梯困扰多时。2015年9月起，
张建义和邻居张保和就开始征
求邻居们意见。“3楼及以上的
邻居都同意装电梯。我们花钱
找三菱电梯公司设计了方案，
公司现场勘察后给出了详细方
案。山东建工建筑设计院为我
们设计了户外电梯井架。”

装电梯的详细方案出来以
后，费用分摊是绕不过去的问
题。张保和介绍，电梯安装费用
包括三部分，一是电梯本身，包
括购买、安装、调试和报检，这
部分费用大约是20万；二是管
道井，主要包括电梯井道和土
建费用，也在20万左右；三是地
下打基础、管道改造、楼洞和电
梯井的衔接、装修、电线和电
源，这部分费用大概是10万。

这样算下来，安装一部电
梯约需50万元。邻居们根据楼
层暂定了费用，3楼3万、4楼4
万、5 楼 5 万、6 楼 6 万、7 楼 7
万。“每层楼两户，算下来刚好
50 万元。”这 50 万元是电梯安
装所需的费用，对于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电费及维修费用，张
保和表示也已经定出方案。

对张建义和邻居们来说，
省里出台的意见无疑是利好。
该意见提出，采用“住户拿一
点、财政补一点、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适当补偿”的多方出资方
式，每个市、县(市、区)先选择
有条件的小区或部分楼栋开展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试点。
“对不少老年人来说，装电

梯费用挺大。要是财政能补贴
一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再给
补偿一些，确实能减轻我们居
民的负担。”张建义的老伴孙女
士盼着尽快出台详细补贴政
策，早日落地实施。

关于补贴政策，其他地方
已有不少经验。如2015年厦门
出台的《厦门市城市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指导意见》规定，老旧
楼加装电梯，停靠六个楼层的
财政补贴22万元，每增减一个
停靠楼层相应增减补贴5000
元。2015年底《广州市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试行办法》的修订草
案中提出了五种资金筹措渠
道，还首次针对业主间分摊比
例给出了参考标准。

咋“走手续”
济南目前还没有政策

解决了邻里关系、资金、设
计、建筑安全等难题后，如何

“走手续”，合法地在老楼加装
电梯也是一大难题。“我们现在
就陷入僵局了，没有审批，建起
来就是违章建筑。但找哪个部
门审批没有规定。”家住济南历
山路146号的孙女士说。

因无需改变原有建筑结
构、施工简单，座椅电梯成为解
决老年人上下楼需求的一种方
式。去年 9 月，本报曾独家报道
济南首部居民楼内座椅电梯投
入运行。近一年间，找该电梯主
人王老先生取经的老年人不
少。但座椅电梯“一次只能坐一
个人、一分钟上一层楼”，购买、
安装费用不便宜，对楼道宽度
也有要求，让不少人放弃打算。

对于老楼加装电梯，记者
了解到，济南目前并没有明确
政策规定。23 日，济南规划局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规划部门
并没有批过老旧楼加装电梯申
请，济南也没有先例。

现有政策下，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除需业主同意外，对既
有建筑进行改动，需要报规划、
建委等部门审批。另外，安装电
梯需要修建电梯井，在井壁上
安装电梯轨道和配重轨道，预
留的门洞安装电梯门；电梯井
的修建需要挖开路面并且改造
地下暖气、排污等管道。这些都
得找相关部门一步步审批。

如上海制定的《增设电梯
的实施流程图》就有 13 个步
骤，实际操作起来有 40 多个流
程，需盖 46 个章，须经过规划、
国土、房管、住建、消防、质监等
部门的审查和验收。手续堪称

“繁琐”。
或许福州、广州等地的做

法可以借鉴。福州设立一个专
门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审批
一条龙服务窗口，可完成加装
电梯的各道手续。

有数据显示，到 2020 年，
济南老年人口将达到 160 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 25%，也就是
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在省城，老旧小区既有多层建
筑加装电梯的需求非常大。

济南市政协委员张庆河长
期关注老旧楼加装电梯问题。

“这个问题以后会越来越严重，
解决之道就是政府抓紧出台既
有多层住宅增装电梯的相关政
策和具体实施细则，并由一个
部门牵头办理。”张庆河建议，
鼓励老楼装电梯还应有相关具
体财政补贴措施。

老老楼楼加加装装电电梯梯，，居居民民盼盼细细则则出出台台
有的城市审批要盖46个章，政协委员建议“一条龙”办理

近日，山东省政府出台《关于运用综合政策措施支持扩大消
费的意见》，其中提出将展开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试点。这让
不少老年人上下楼的难题有望得到解决。23日，齐鲁晚报记者了
解到，省城尚未出台明确政策规定，民间还没有加装电梯成功的
先例。已经打算自筹资金加装电梯的居民，都盼着补贴、审批等
细则早日落地。

旧楼加装电梯成为不少老年人的需要。图为2014年9月，厦门一旧

楼加装电梯的施工现场。 (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李婧

城管罚违停
集中在非机动车道

对于《办法》将城市道路违
法停车纳入城管执法范围，中
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
长王敬波解读为城管可以对违
停“直接贴条”，相当于把交管
部门的一部分权限划归给城
管。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
亚蒙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将
违停的治理全部移交城管，而
只是针对非机动车道上的违停
治理而言；这也非创新之举，早
在2002年，国务院就已经把这
项执法权交给了城管执法局。

齐鲁晚报记者梳理发现，
目前在全国已有十多个城市的
城管参与违停治理。江苏的南
京、苏州、无锡、常州、连云港、
徐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
此外陕西西安、安徽六安，黑龙
江大庆、牡丹江，河北邢台等城
市都先后实施了城管治理违停
政策。其中，陕西西安实施最
早，早在 2005 年就开始实施。

在已实施该政策的城市
中，城管治理违停范围主要集
中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违法停

车。比如南京在2012年开始实
施政策时，城管处罚违停的范
围限定在人行道和盲道，到
2014年扩大到辅道等非机动车
道。机动车道上的违法停车行
为则归交警部门管理，形成城
管与交警各管一方、共同对城
市违法停车进行治理的局面。

梳理各地政策发现，城管
在治理违法停车时的手段、流
程也跟交警如出一辙，对于有
驾驶员在车内的一般予以劝
离；对于长期占用非机动车道
严重影响通行而无法与车主取
得联系的，同样会使用清障车
拖离现场；对于多数违停车辆
还是以贴单为主；处罚手段也
是罚款，金额上多与交警一样
是100元，也有的罚款50元。

缺乏制约手段
城管执法效果受限

已实施城管治理违停的多
数城市，在政策实施之初都规
定违法者要在一定期限内到城
管部门交纳罚款接受处理。徐
州是个例外。2015年10月10日
起，徐州城管开始接手非机动
车道上的违停执法工作，其执
法方式是由城管使用警务通上
传违停车辆信息和违停现场照
片给交警大队，驾驶人到交警

大队接受处罚。
由于缺乏有效制约手段，

对于恶意逃避处罚拒不交纳罚
款的违法者，城管也没有有效
的制裁手段，城管治理违停的
执法效果在多数城市并不十分
理想，甚至有车主产生这种想
法：“停在马路上会吃交警的罚
单，不如停到人行道上，因为城
管的罚单可以不理会。”

为弥补这一缺陷，各个城
市的城管部门越来越多地借助
于交警的力量，或者与交警联
合执法，或者将接受罚款甚至
是执法权移交给交警。

如河北邢台，城管在治理
违法停车时，明确规定车主应
在收到罚单的次日起7日内到
城管部门接受处罚，逾期不接
受处理，将转由公安交警支队
锁定机动车档案。

西安城管参与违停治理的
具体政策也经历了几多变革，
政策实施之初，同样是由城管
贴罚单城管接收罚款，效果不
理想。今年8月起，政策有了变
化，非机动车道上的违法停车
仍由城管治理，但城管只管贴
单，不再接收罚款，而是在两个
工作日内将罚单信息移交给交
警大队，由交警大队负责将违
法停车信息录入公安交管信息
系统并进行处罚。

违法停车，城管也能管？

全全国国十十余余城城市市已已实实行行城城管管““贴贴单单””
近日，住建部发布《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办法》)，明确将城市道路上违法停车、户外公共场所无证
经营等六项列入城管执法范围。消息一出，引发关注，对违法停
车，城管也能贴条处罚了？

事实上，城管治理违停并非新鲜事物，国内已有十余城市的城
管参与违停治理，多数与交警分工，分别管理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
道上的违停。

为提高执法效力，有的城市城管部门与交警联合执法。图为浙江永

康市城管和交警部门联合贴出的违停告知单。 (资料片)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