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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个醒

民声记者 张同 电话：15004619916
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我遇到这样一个的姐，她的车
做了防疫隔离，但从暖风接出一个热
风管，口开在了后排。感觉从身体热
到心里，为她点赞。”一个月前，返乡
探亲的韩先生，在朋友圈发了这条信
息。2月26日正月十五，记者恰巧乘
坐了这辆有些特殊的出租车。

韩先生是从苏州返哈的，一个月
前打车从道里区爱建居民区，到南岗
区学府路一家医院，做核酸检测。“我
要回南方工作。在哈市的半个多月
里，乘坐过不少出租车，有些做了防
疫隔离，在后排乘车，感觉有些冷。
她这辆车前后也做了隔离，但从前面

接过来一个管子，把暖风吹到了后
排。”韩先生没有记住车号，也不知道
的姐姓名，就是感觉她很“年轻漂
亮”、“很有范儿”。

哈市从事巡游出租车营运的女
司机并不多，所以当记者乘上黑
ATF353这辆出租车时，几乎就可以
断定司机是被点赞的人。车内前后
隔离，从操作台热风处，的确连接出
一根管子，延伸到了后排。“我都做了
奶奶了，孙女已经 5 岁了。”的姐姓
陈，今年 52 岁了，是一名二星驾驶
员，听说有乘客在夸赞她，大声笑起
来。

“不少乘客上车都问我，这是什
么样的配置？我会告诉他们，就是

要把后面的温度提高一些，让大家
感觉不冷。”陈姓的姐从事巡游出租
车营运十几年了，去年疫情期间营
运并没有安这个热风管，一些乘客
提出后面冷，想坐在副驾位置。“今
年我想到了这个问题，就花了 45元
钱，做了这个小装置，效果还不错，
天气冷的时候，乘客也都说后面暖
和。”

这名的姐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啥
不同。她说，虽然钱挣得不多，但大
家乘车有个好环境，出行有个好心
情，她也跟着高兴。“18年前，我从五
常来到哈市，开出租车就是我的生
计，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我也要认
真对待每一天。”

春节开始，哈尔滨一些老旧小区的屋顶就出现了
冰溜子。居民们看着楼顶的积雪，纷纷担心“头悬利
剑”，但向物业反映，却往往得不到满意答复——

民生民生 聚 焦焦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杨桂华 李天池 吴利红 苏强

“大年初四中午，我在居民楼前散步，一个冰溜子从楼顶掉下来，就砸
在了我脚前约2米多的地方。现在又要升温，一些阳光足的地点，排水管
已经开始淌水，在单元门前形成冰面，走着也很滑。”哈尔滨市市民王先生
家住学府路74号居民区，他担心近日持续升温，会造成更多困扰，希望物
业能及时清理房顶积雪。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哈市很多老旧小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1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典》和 3 月 1 日施行的《黑龙江省住宅管理条例》，
对这方面的责任已经明确，屋顶属于小区公共部分，清雪就是物业的
责任。

位于南岗区和兴头道街的新城小区，院里随处可
见白纸红字的提醒标语“房有冰溜 禁止停车”，有单元
门口附近还用绳子拦起来，提醒居民不要被掉落的悬
冰砸伤。记者注意到在院里玩耍的孩子都会有家长陪
着，并不时提醒：“别在屋檐下玩，小心被砸。”一位家长
说：“平时都是孩子自己在院子里玩，但现在冰溜子太
危险，只能跟着。”

2月25日，记者来到了该小区临街单元，临街商铺
的一位店主告诉记者：“春节期间，温度升高，房顶积雪
和冰溜子哗哗往下掉，特别吓人，行人要么远远躲开，
要么到车行道上。其实每年气温升高，冰雪消融，屋顶
积雪和冰溜子就会落下来，因为是校区，所以这片孩子
特别多，每次接送孩子的家长都非常小心，生怕砸到孩
子。”

临街单元居民李先生说：“我家临街阳台每年都会
有冰溜子，每年冰消雪融的时候，我都会在半夜，或凌
晨3、4点，趁楼下没人时自己将冰溜子敲掉，往来附近
的行人特别多，尤其是学生和家长，一旦砸到人，后果
不堪设想啊。”随后记者采访了该小区的物业。物业人
员说：“我们也会清理，有些屋顶斜坡，我们会在身上绑
着绳子靠前清理；但是平屋顶，我们要等到临开化前用
融雪剂把雪融开。”

害怕积雪成隐患
顶楼居民自发清理冰溜子

道里区电车街上，多栋老居民楼的房
檐上结出了一排冰溜子，其中最长的一米
多；道外区太古街205号居民楼，位于二楼
的多个雨水排口结出了粗大的冰溜子，悬
在六七米高的空中；滨江街 29号附近，为
防止居民楼房顶的冰溜子坠落伤人，有工
作人员在外墙上贴了许多写有“小心冰溜
子，请绕行”字样的警示语，并在人行道上
设置了拦阻绳；南十五道街 10号附近，一
栋居民楼七楼楼顶伸出来的雨水排口结
出了冰溜子，如果高空坠落，在过程中会
不断加速……

家住南岗阳光家园小区二期B1栋的
李女士说：“我家在17层，这些日子感觉屋
里湿气特别重。今年雪大，天气转暖了，
楼顶上积雪也没有人清理，中午有阳光的
时候，楼顶的雪水化得挺厉害的。”与李女
士住在同一个单元15层的崔女士说，自己
家靠冷山的那面墙霉斑“发展”得非常厉
害，立柜后面全是霉斑。“2012年就住在这
个小区，至今没有看到物业部门在春天的
时候清扫楼顶层的积雪，都是等雪自然融
化，顺着雨排流下来的。”

哈尔滨民兴源物业公司经理金凯说，
居民家屋内霉斑严重的问题，与没有清理
顶楼的积雪关系应该不大。居民交的物
业费里不含清扫顶楼积雪的费用，物业部
门只负责清扫小区内路面的积雪。“如果
居民屋内漏水是因为积雪融化导致的，物
业部门在人手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帮忙清
雪。”金凯说，由于管理的小区一般年头都
比较久，如果到屋顶清雪，必须使用铁锹
等器具，容易对顶层的层面造成损害。另
外，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倒雪，担心给楼
下行人带来不便。

雪没人清，隐患就会不断成为明患。
道里区安化北段社区的王书记说，一段时
间以来，社区组织了志愿者、楼长、网格员
等对辖区内结冰溜子情况进行多次巡查，
发现问题后及时通知物业进行清除，现在
各居民院、楼栋外墙都很安全。由于每年
检查处理的非常及时，辖区内没有发生过
冰溜子砸车伤人的事故。

据哈尔滨景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人员介绍，公司负责的小区楼房基本都
是平顶的，上面的积雪都是物业部门根
据天气情况，组织人员到上面进行清
理。每个楼层都有房管员负责定期进
行巡检，尤其在春秋两季，会加大巡检
次数，一旦发现朝阳处楼层屋顶有大面
积积雪融化的迹象，就马上组织人员到
上面进行清理。

冰溜子已随处可见
物业处置积雪
却各有说辞

2005年2月23日11时许，市民
李爱菊在行至哈市香坊区安埠小
区人行道时，被楼顶坠落的冰溜子
砸伤头部，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0年 4月 14日，大雪过后，由于
房顶无人清理，多名市民被冰溜子
砸伤送进医院，46岁的王爱华在香
坊大街 7号门前被砸中，其后管护
物业才开始清理楼顶；2011年2月3
日，大年初一，一名 26岁女子在道
里区石头道街东方明珠公寓门前，
被楼上坠下的冰溜子砸中，不治身
亡……

2018 年 3 月 5 日，哈市城管办
下发了《关于迅速清理各种悬冰的
紧急通知》，内容包括：从当日起，
各区政府立即组织物业管理企业

清理小区庭院、居民楼顶冰溜子，
城管部门立即组织清理人行天桥、
立交桥等各种桥体冰溜子，交通管
理部门立即清理各种公交站台
（廊）顶部冰溜子，各区政府组织街
道办事处督促单位和商家自行清
理冰溜子。清理中，对冰溜子清理
难度大、无法彻底清理的部位和区
域，各责任单位要设立围挡及警示
提示标语。

这个《紧急通知》，其实已经明
确了责任主体。“我今年看到报道，
一家物业在一场雪后，即对居民楼
顶进行了‘吹雪’清理。及时清扫，
楼顶又怎么会出现积雪，我们需要
的是预防，而不是补救。”家住学府
路的王先生这样说。

伤人伤车更伤心
“头悬利剑”年年都惹祸

冰溜子伤人冰溜子伤人维权有法维权有法可依可依
法规已明确法规已明确 有物业的就该物业负责有物业的就该物业负责

乘客点赞：

坐在车上热在身上暖在心上

装热风管暖乘客
冰城的姐“有范儿”

2月 24日下午，“砰”的一声巨响，把家住南岗区第
二巴陵街5号院的谢先生，惊出一身冷汗。“我正在家里
看电视，就被这动静吓呆了。缓过神来走出家门，看到
一地的碎冰块、砖块和瓦片，放在墙角新买的花盆被砸
得稀碎。”他再次拨打了锦绣物业公司张站长的电话，
再次请求对方派人来清理楼上的积雪和挂在楼体上的
冰溜子。“天气转暖，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反映这个问题，
可并没有引起重视。如果哪天走在院子里，正巧被楼
上掉下来的冰溜子砸到，后果不堪设想。”

2月 25日上午，记者来到第二巴陵街，分别查看了
3号院和5号院的楼体，发现楼体外的瓷砖脱落情况严
重，顺着排水管和空调外挂机流下的雪水，结成了大小
不一的冰块悬挂在空中，随时可能坠落。谢先生告诉
记者，随着楼体的逐年老化，他所在的街区，近年来时
常发生高空坠物的事故，特别是春季，冰溜子坠落情况
时有发生。居民多次跟物业公司和城管执法队反映问
题，都没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执法部门说是给物业公
司下发执法通知单，物业公司则表示经费紧张难以解
决。

“往下渗水也是大问题。”家住香坊区湘江路某小
区的王女士说，自己家住的是七带八的阁楼式住宅，这
些年因为屋顶清雪的问题，没少与物业部门发生争
执。王女士说，好几年的春天冰雪融化，顶层都因物业
不及时清扫积雪漏水，一直找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只是
简单地修修补补。“主要是物业清雪和维修不及时，导
致防水层防水材料腐化，后来我自己花了一笔钱做了
防水，就好一些。”王女士说，因为这个事情，自己已经
六七年不全交物业费了，物业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追
缴费用。

“楼顶清雪需要很多钱吗？”这样的疑问，在很多老
旧小区都能听到。“只要居民一投诉，物业不是拉绳将
楼前通道一侧圈上，就是贴个通知让居民自己注意。
现在是有法可依了，我们必须要个说法。”道里区北安
街的居民这样说。

一开化就围圈儿
今年楼顶清雪居民较真儿了

3 月 1 日施行的《黑龙江住宅
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明确，建
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
顶等基本结构部分，属物业管理
区域，依法属于业主共有。据业
内人士介绍，从法规上讲，屋顶清
理就是物业的职责，没有物业的
则由全体居民负责。“有一些小居
民区，费用由街道办收取，相关工
作是由街道办完成的，那么街道
办也要承担责任。”这位业内人士
说。

去年秋季，哈市开展了整治
“空中垃圾”行动，楼体清理已经列

入常态化管理内容，楼顶和楼道一
样，不再是卫生和污染死角，派出
所和城管执法部门有监督执法职
责。

对此，一些“经费紧张”的物
业，也提出了上调物业收费标准的
要求。

“一切都得按程序来。”据省物
协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曾提出建立
联合保险制度，一旦出现冰溜子伤
人、墙体脱落砸车等事故，将由保
险公司理赔解决。“基础是物业做
好分内工作，让业主满意，保险公
司才能对突发事件买单。”

你不清理你负责
楼顶环境一年四季都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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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初春时节，天气转暖，哈尔滨市南岗区马家
沟俄罗斯河园内，堆积在人行道旁的积雪已开始
融化，雪水四处流淌。常来这里散步的市民张先
生感觉很奇怪：相比于别处的积雪早已清理干
净，河园岸边却堆放了大量的残雪，甚至将一条
观光通道都给堵死了，雪堆上面散落着一些鞭炮
纸屑、废物，将当地环境弄得很是脏乱。河园北
岸栅栏旁的一个路灯的外罩也不知去向；河园南
岸的一座白色的钢琴铁艺雕塑已是锈迹斑斑；河
园西侧的小桥上，油漆脱落，破损斑驳。冬去春
来，万物复苏，俄罗斯河园也该洗洗“脸”了。

天暖了，
俄罗斯河园
该洗洗“脸”了

楼顶积雪、冰溜子不清，贴个“告示”了事。

一栋居民楼结出的冰溜子。

铁艺钢琴雕塑锈迹斑斑。

河园岸边堆着大量残雪。
的姐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