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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雪莲西里旁

一段土路5年没人修!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日前，和平区五大道街居民向本报热
线23602777电话反映，小区门口的建和菜
市场存在违法建筑，居民呼吁多年却迟迟
未能拆除，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处理。

2021年 12月 29日，记者来到位于和
平区襄阳道的建和菜市场。菜市场主体
是岳康园底商1—3门，紧挨着这片底商的
是一个长约50米，宽约6米的彩钢建筑，与
底商1—3门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封闭
的市场。彩钢建筑的房顶高低不平，一直
延伸到建和菜市场的大门外。各种水果
蔬菜摊位密密麻麻摆在人行道上，有的摊
位则摆到了柏油路上。襄阳道是条单行
路，道路两侧停满了机动车，再加上市场
外溢的摊位，通行不畅。
“菜市场门前原来是一片空地，后来

管理者把空地圈起来，盖成彩钢房屋租给
商户，菜市场也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居民
杨先生告诉记者。
“菜市场刚扩建的时候，居民们反映

过，相关部门已经认定彩钢房部分为违法
建筑，而且说了要拆违，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多年就是拆不动。”居民周先生无奈
地说。

翻阅相关资料，记者发现建和菜市场
违建问题早在13年前就已经定性。2009
年12月25日，当时的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对建和菜市场违法建设行为作出
了处罚决定：“天津建和菜市场有限公司，
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在襄阳

道岳康园底商1—3门前，自行搭建彩钢
棚，面积315平方米，属于违法建设，责令
送达决定书3日内自行拆除。”

但是在限定期限内，天津建和菜市场
有限公司并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2010
年6月2日，和平区政府发布通告：“责成和
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制拆除该处
违法建筑，对经劝阻仍阻挠和干扰强制拆
除工作的个人或单位，公安机关将依法予

以处理。”
处罚决定、政府通告都已经发布了多

年，为什么到今天，建和菜市场违法建筑
依然存在。

当初下达处罚决定的和平区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已经撤销，2020年初，该局
调整组建成立了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面对记者关于建和菜市场
违建12年未拆的问题，该支队相关负责

人回应，行政处罚的先决条件是一整套从
立案到处罚决定的卷宗，但是业务科室工
作人员没找到该案件的卷宗，因为没有相
关文书或者证据佐证，所以不太清楚相关
情况。2014年，城市管理的行政处罚权还
一度下沉到街道，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执法
下沉改革期。

随即，记者又联系了属地和平区五大道
街道办事处，街办事处综合执法大队证实建
和菜市场违建情况属实，但也同时说明这属
于机构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目前街道综合
执法部门无法启动违法建筑拆除工作。原
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是在2009年对
此立案查处下达处罚决定，2010年区政府也
责成原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制拆
除该处违建，两次拆违均没成功。2014年，
《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出台，查处
违建的行政处罚权下沉到街道。街道综合
执法部门接收到相关卷宗后，着手准备启动
违建拆除工作，但是因为查处违建案件的主
体已经更换，和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这
个机构已经撤销，该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如
何执行，怎么执行？相关部门并没有明确的
说法。“在此之前，也咨询过现在的和平区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他们也不知道这
个案件应该怎么处理。”接受采访的负责人
这样表示。

从通告发布到现在，12年的时间，建和
菜市场违法建筑一直存在。机构变了，原来
的处罚决定还算不算数，该由谁来执行？到
底是部门之间工作衔接的问题，还是有别的
隐情？对此本报将持续关注。

建和菜市场内违法建筑12年拆不掉

机构变了 原有处罚谁来执行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日前，市民赵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他在北辰区雍祥府购买了
一套新房，谁知交房后发现房型设计单方
面变更，正常房型变成了无障碍住房。

赵先生介绍说，2019年，他购买了雍
祥府3号楼一套面积约为115平方米的房
子，2021年8月交房。“我走进新房发现房
型与样板间和宣传图册上的都不一样。
首先是卧室与卫生间之间墙的位置变了，
卫生间很大，但卧室很小，小到放进去一
张1.8米宽的床后就挤不下床头柜了。厨
房面积也很大，原来户型图里的餐厅没
有了……”赵先生向开发商天津市中辰朝
华置业有限公司反映了情况，得到的答复
是他购买的这套房子为无障碍住房。

何为无障碍住房呢？国家《无障碍设
计规范》中对无障碍住房的名词解释为：

“出入口、通道、通信、家具、厨房和卫生间
等均设有无障碍设施，房间的空间尺度方
便行动障碍者安全活动的住房。”该标准
中同时明确：“居住建筑应按每100套住房
设置不少于2套无障碍住房。”

赵先生说，在他购买房屋过程中销售
人员从来没有提及这是一套无障碍住房，
样板间和宣传图册上也是正常房型。他多
次与开发商协商，最终在2021年10月份开
发商同意给他补偿9000元钱，让他自行恢
复成正常房型。赵先生勉强收了房，“9000
元补偿款原本说30天到账，可到现在也没
音讯，为了恢复房型砸了墙又发现一些质
量问题，我这个新房买得真是堵心。”

记者了解到，雍祥府由招商蛇口负责
建造住宅，中粮地产、华润置地负责运营
商业。2021年 12月24日，记者联系了开
发商天津市中辰朝华置业有限公司客服
负责人，对方表示，答应给赵先生的9000

元钱12月23日刚刚打入其账户，因为雍祥府
由三家企业共同开发，款项审批手续比较繁
琐，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对正常房型为何
会突然变成无障碍住房的问题，该负责人表
示，他不能代表公司接受采访，但会将情况上
报公司，让相关负责人回复。截至记者发稿
前，一直未得到回复。

天津市消协在2021年11月份接到赵先生
投诉，按照程序已向开发商提交了投诉调查
函。在规定时间内开发商未回复，市消协随即
发了催办函，虽然这次开发商回复了，但对问
题并没有如实、完备地答复，市消协对此回复
并不认可。投诉部主任陈云奎表示，“开发商
此举应属违约，是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是否
给予消费者相应的赔偿？对于房型改变的原
因（无障碍住房）等，市消协会持续调查。”

目前，记者也将此事反映至北辰区住建
委，该委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正在就此事进行
调查。

大厕所小卧室 宽厨房没餐厅

买套商品房变成无障碍房型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民刘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东丽区雪莲
西里旁有一条长200多米的土路，这条路向前、向后都早已变
成柏油马路，只有中间这短短的200多米仍是土路。“5年前
搬到雪莲西里时，这条土路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到现在还不
修呢？”

1月6日，记者从平整的雪莲路转弯进入，看到市民反映的
土路位于警苑公寓与雪莲西里两个小区中间，有十几米宽，道
路两侧停满了汽车，路面坑洼不平，车辆通过时总能带起阵阵
尘土。该路段有些地方还有积水，道路变得有些泥泞。土路尽
头堆着一堆土，旁边就是天津市劳动保障技师学院，路边立着
一块道路名牌“规划二支路”，以此路牌为界，前方就变成了干
爽平整的柏油马路。

刘先生告诉记者，听邻居说以前修过路，可不知道为什么
只修了两头，就把中间隔了过去，没人管了。

记者联系了东丽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规划
二支路的规划名称为“程泉道”，是天津市管网公司作为建设单
位组织建设的，区住建委是属地协调部门，详细信息可以向管
网公司了解。

天津市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该道路有13米左右的地因为产权问题，手续一直没办下来，
现在正准备重新立项。该工作人员表示，“修路不光是铺路还
涉及管网配套，现在相当于重新启动一个新项目，重走一遍流
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还不确定，会加紧推进立项，力争早
日施工。”

■本报记者 黄萱 文并摄

近日，市民李女士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在北辰区宜白路通往张兴
庄地铁站出入口有一大片积水，由于气温
低水面已经结冰，影响周边市民出行。

1月3日，记者来到北辰区宜白路张兴
庄地铁站出入口，出入口连接着一条小
路，这条小路与宜白路相交的地方有一片
积水，长有20多米，宽度大约6米左右。积
水将小路拦截，仅剩一小部分供出入地铁
站的市民通行。记者了解到，张兴庄地铁
站是地铁3号线和地铁5号线的一座换乘
车站，位于积水点的出入口也是唯一的通
道。另外积水也占据了一半宜白路，非机
动车想绕过积水就得抢占机动车道，十分
危险。天气寒冷，一大部分积水已经结

冰，冰面最厚的地方达3厘米。
一位路过的市民说：“这里积水有小

半年了，多的时候整条小路都是水。”进入冬
天，积水结冰后，有不少走路或是骑车的市
民在这里摔跤。

随后，记者联系了北辰区宜兴埠镇政
府，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张兴庄地铁站
周边为旧村改造项目施工工程，为方便周
边小区居民出行，宜兴埠镇在附近修筑了
一条临时道路便于出入地铁站，由于该条
道路为临时道路，因此未建立地下排水管
网，且地势低洼，夏季容易造成积水。进
入冬天前，宜兴埠镇已加设临时排水设
施，并安排人定时推水，确保该点位积水
及时排出。但是最近出现的积水，工作人
员怀疑是自来水跑冒，“目前环卫部门已
将道路上的积水抽走，并对路面结冰进行
清理，后续会继续查找道路积水的原因，
彻底解决问题。”

张兴庄地铁站出入口

积水占路小半年终于要解决

■本报记者 韩爱青 高立红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东丽区规划
的几条公交线路一直没有开通，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推动此
事，方便市民出行。

王先生说，2021年5月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布了715路公
交线路调整方案并公开征询市民意见，将715路拆分为南、北两
条线路，其中南线为新立新市镇公交站至李明庄公交站。7月
份他咨询公交部门，回复说即将开通，但至今还没动静。同样是
去年6月份，690路西线从华明新家园北站公交站至海颂园公交
站调整方案对外征询市民意见，公交站牌也已改好，但公交线路
一直没运营。服务于机场货运区的779路、军粮城至空港的781
路、东丽湖至空港的782路也没有开通，滨海国际机场至海河教
育园的机场6路也杳无音信。

对此，市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解释，715路线路调整方案对
外公示后，根据市民意见建议对线路调整方案进行了修改，
先期开通呼声较高的715路北线，填补万山道空白。随着海
颂园公交站场站正式移交，690路已经通入海颂园。其余线
路暂时无法开通，理由分别是：779路途经的空港物流区内部
分道路两侧停车多；781路公交站用地被 SM城市广场收回
了；空港地铁公交站场站还未开工，782路线路配车无法进
驻。另外机场6路属于定制公交，有需求的市民可以联系运
营公司，按需运营。

污水跑冒两个月 整修已完成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日前，家住红桥区绥中南楼居民周先
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小区门口污
水跑冒两个多月，周边百姓出行不便，希
望相关部门能及时处理。

居民周先生表示，污水跑冒的位置在
开源道与本溪路交口附近一家餐馆门
前。该餐馆门前人行道上有一口污水井，
最近总是往外冒污水，在马路上形成二三
十米长的污水带，导致路面湿滑，低洼处
有积水，还散发着一股臭味。“这条路上行
走的大多是居住在周边小区的老年人，看
着他们拉着小车躲避污水，十分担心。”

记者将此情况反馈给咸阳北路街道
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回复表示，群众反映
的污水井外溢现象确实存在，位置在本
溪路德贤烧麦馆门前。街道办事处之前

联系了排水部门，经鉴定这口污水井系
餐馆前任租户自行设置的，通过污水井
把管道直接接入了开源道排水主管道。
因年久失修，管道塌陷堵塞造成污水外
溢。重新接通管道需要破路施工，这笔
费用餐馆方不愿承担，从而污水外溢问
题迟迟未能解决。2021年 12月中旬，红
桥区住建委执法支队已经启动立案程
序，责令餐馆限期自行整改，但是餐馆负
责人并未整改。对此执法部门将对餐馆
予以处罚，并由相关部门代为整改。街
道已经联系道路维修部门，2021年 12月
31日进场维修，目前已经维修完毕，所需
费用将向案件相对人追缴。

规划公交线 开通没动静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静海区团泊镇一居民反映，他家孩子2020年9月入学至华
源小学读一年级，到2021年12月，一年多时间在孩子记忆中就
换了11位老师。每次更换老师，学校只是在家长互动群里说一
声，至于为什么换老师，换了什么样的老师，从来没有说明。家
长担心，如此频繁地更换老师会给刚上小学的孩子带来诸多负
面影响，基础知识不扎实，良好的学习习惯难养成。

记者接报后联系静海区教育局。团泊镇教育服务中心朱振
江主任回复说，镇教育服务中心接到反映后进行了调查，当事学
生的班主任怀孕生产，学校安排其他老师代课，而班主任的任务
比较多，除了教课，还有自习课辅导等任务，其他老师的工作量
都比较满，全职代课做不到，只得轮流代课，显得换老师次数多
一些。

朱主任表示，之所以学生家长有意见，跟学校未及时沟通有
关。目前该校已承诺，尽量固定代课老师，避免频繁更换，迫不
得已需要更换的时候，会与家长提前沟通，避免误会。

静海华源小学一年级

一年多频繁换老师

整修现场

河东区秀丽路上，一道桥部门设置的

道路指示牌发生破损，希望有关部门尽快

维修。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河北区南口路地道两侧人行道上的

水泥护栏，多处存在倾倒损坏，给过往行

人带来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南开区西马路与鼓楼西街交口附近大

型指路牌上，“城厢西路”下面的英文单词

拼写错误。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南京路与万全道交叉口，树根将地砖

顶起，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赵煜

关注冬季出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