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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楼上噪声
老太举木棍敲楼顶

对于噪声扰民，基层派出
所的许多民警将其列为最难
处置的警情。“噪声种类多，归
不同的部门管，但是到了晚
上，也就我们派出所还值班，
老百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们。”天桥公安分局新城派出
所副所长李圣虎称，多数噪声
扰民警情并非一次出警就能
处置成功，多有反复，而民警
还容易被埋怨。

许多噪声并非持续性的，
而这给警方取证带来许多难题。

“我们至今仍在为辖区一起噪声
扰民的警情为难，而且双方的情
绪都很大。”历城公安分局山大
路派出所副所长付希超称，辖区
一居民楼的楼上楼下邻居，因
为噪声的问题多次拨打110报
警，双方势同水火。

这座居民楼的五楼住着一
位上年纪的老太太，而楼上住着
一位中年男子，另外还有两个租
户。“我们最先接到老太太的报
警投诉，声称楼上的人制造噪声
让她根本睡不着觉。我们就去了
解情况，结果楼上的中年男子也
称楼下一到晚上就敲楼板，他也
无法入睡。”付希超遇到这样一
个难题。

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付
希超安排一名协警晚上住到
老太太的家中，确实能听到楼
上的走路声和说话声，但是音
量并不大，可是老太太却对此
非常敏感。老太太晚上一听到
楼上有声音，就拿着一根木棍敲
房顶，时间长了墙皮都掉了不
少。因此，楼上的中年男子晚上
也难以入睡。

“对此，民警只能从中协
调，让双方都能考虑到对方的
感受。”付希超称，民警让楼上
的中年男子尽量在家中穿着拖
鞋走路，而且让租户晚上尽量
早回来休息，不要制造音量过
大的噪声。对于楼下的老太太，
民警也让其尽量考虑到住户的
习惯，不要再用木棍敲楼板。

处理广场舞投诉
牵扯派出所大量警力

在居民投诉的噪音扰民的
热线中，相当一部分是指向广
场舞。这应该是最让民警头疼
的事情。“一边是很多居民健身
的合法活动，一边是受到干扰
的百姓，你掂量一下哪一头好
处理？”这是许多基层民警执法
的最深刻感受。

“现在小区内能够健身的
空间并不多，因此广场舞的场
地多数与居民楼相距很近。”历

城公安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高
洪波称，辖区有一个小区的居
民天一暖和就开始聚集在小区
南门小广场跳广场舞，于是派
出所就经常接到居住在南门附
近居民的投诉。

一方锻炼身体，一方需要

安静休息，矛盾在一个时间段
内愈演愈烈。最初是言语的冲
突，此后的发展令人意想不到。

“楼上有的居民竟然朝着跳广场
舞的居民扔垃圾，进而引发更为
激烈的冲突。”高洪波称，那一
次出警花费了近三个小时。

“双方都互相指责，跳舞的
人嫌楼上的居民多事，而楼上
的居民则嫌跳舞的人动静太
大。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能发生
伤人事件，从楼上扔东西是绝
不允许的。”高洪波称，当时双
方的情绪都非常激动，民警注
重选择广场舞领头人做工作，
务必让其调低音响的音量。

事情远非一次出警能够解
决，广场舞令人头疼的是民警一
离开，音响的音量就悄悄地大起
来。“治理广场舞是一场拼耐心
的拉锯战，有可能延续整个夏
季。同一件事情，找不到根本的
解决办法，只能依靠民警的调解
能力，这本身就是问题。”天桥公
安分局民生警务平台的栗心莉
称，每年处理许多广场舞的投
诉，牵扯基层派出所大量警力。

锣鼓队冲着学校
民警多举措解难题

“有难题，也有办法，我们派
出所的经验就是‘一张明白纸，
一次深入宣传，一次严肃执法，
一次回头看’。根据新的治理噪
声的通告，我们会在实际工作中
总结新的办法。”天桥公安分局
黄台派出所副所长齐春亮称，济
南市公安局关于噪声治理的现
场会就曾经在黄台派出所召开，
推广他们的工作办法。

黄台辖区的板桥广场位于
小清河畔，每天晚上有十多个
健身群体在此跳舞健身。广场
东北侧是济南二中，2700多名
在校高中生全部上晚自习。此
前由于群众健身时间与学生晚
自习时间重合，锣鼓音乐影响
学生晚自习。

“有一段时间，110警情、民
生警务平台群众诉求几乎每天
都有，一边是上百名中老年人
锻炼健身，一边是2700多名学
生上晚自习，如何找到平衡点，
怎样有效解决，不激化矛盾，考
验着派出所民警的智慧。”齐春
亮说道。

为了摸透情况，民警隔三
差五就出现在板桥广场和济南
二中。他们边巡逻边了解健身
群体数量、成员分布、年龄结
构、区域分配、声源大小，同时

到济南二中找师生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晚自习课堂亲身感
受噪音对学习的影响。”齐春亮
称，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们
开始准备行动。

去年4月1日晚上，黄台派
出所会同分局民生警务平台，
邀请天桥区环保局检测站工作
人员和济南二中负责人在板桥
广场开展生活噪声整治宣传活
动。活动中，民警向过往群众发
放了宣传材料，组织校方与广
场舞和锣鼓队负责人见面沟
通。同时，天桥区环保局检测站
的同志现场对广场使用的音响
和锣鼓声进行了分贝检测，通
过实际检测数据对锻炼的群众
进行了普法宣传。

经过反复论证，派出所与
十几个健身群体达成约定:第
一，规范锣鼓时间。每周五、周
六晚上，学生不上晚自习，锣鼓
队可以敲锣打鼓，组织活动；第
二，控制音响音量。所有音响一
律将音量控制在60分贝以下，喇
叭位置一律朝南，背向学校；第
三，区划健身位置。将人员较多、
音响较大的舞蹈队伍安置在广
场南端，尽量远离学校。至此，板
桥广场锣鼓队影响济南二中师
生晚自习问题得以初步解决。

王庆芳、盛海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济（市中）征补字［2017］6号）》已于

2017年9月25日送达你户，你户在规定的期限

内未履行腾空搬迁义务。现依法向你户送达

《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催告书》（济（市中）

催字［2018］1号），请你户自催告书送达之日

起10内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如逾期仍

未履行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政府

公公 告告

我我要要安安静静你你要要跳跳舞舞
楼楼上上居居民民急急得得扔扔垃垃圾圾
噪声扰民撕裂城市人际关系

“噪声治理通告”今实施，处置有了依据

为加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污染治理，保护和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推进城市现代文明建
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山
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通告。

一、严禁在医院、学校、机
关、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
安静的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
高音喇叭。

二、严禁在商业经营活动
中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出高
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三、严禁在街道、广场、公

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
等活动中使用音量过大、可能
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家用
电器、乐器及其他音响器材。

四、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
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身
体锻炼及其他活动，应当控制
音量或者采取有效措施，严禁
对周围环境造成噪声污染。

五、饲养动物应当采取措
施控制产生噪声，严禁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

六、12时至14时和22时至
次日6时，严禁在已交付使用的
住宅楼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作
业；其他时间段内进行装修作

业的，或者在已交付使用的其
他建筑物内进行装修作业的，
应当采取措施控制噪声，严禁
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七、12时至14时和22时至
次日6时，城市建成区严禁高声
喊叫；严禁从事产生噪声污染
的货物装卸、生产加工等活动，
干扰周围居民生活。

八、严禁任何单位、个人未
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在生产活
动中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

九、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十、本通告自2018年3月31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3月30日。

葛相关链接

济南市公安局关于加强社会生活噪声治理的通告

小区广场舞、路边
商家高音喇叭、楼宇内
装修、饲养动物大声叫，
诸多噪声扰民的难题犹
如一团乱麻，切不断，理
不清。据了解，2017年，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
到群众关于噪声扰民的
举报投诉为10591件，数
量是各类投诉之首。自
2015年开始，济南警方
每年都会在夏季集中整
治生活噪声。3月31日，
济南市公安局将正式实
施《关于加强社会生活
噪声治理的通告》，其中
对于多种情况下处理噪
声扰民进行界定，商业
活动中禁止使用高音喇
叭，广场舞使用的音响
严禁音量过大等。

民警与锣鼓队的成员进行沟通。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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