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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我市知名医院和火车站附近“格子间”群租房

老式偏单隔出6间屋 竟不愁租

楼栋口垃圾堆如山 清理

菜市场院内违建 拆除

钓鱼人乱停车构成安全隐患

安装电子抓拍设施 再乱停要罚钱

河道散发阵阵臭味 打捞

自来水管道损坏近4年未修好

村民无奈喝井水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王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称，自家楼
栋门口的空地上总有人堆放废品，且堆放的面积越来越大，希
望相关部门能尽快治理。

王女士家住河东区万春花园小区，从一两年前开始，楼栋
口的空地上就总堆有废旧纸箱、空塑料瓶等。有的时候都捆
绑好了，有的时候就散落在地上。“冬天大风，废品堆里的纸屑
满天飞，夏天滋生很多蚊蝇。虽然不是易腐烂的东西，但多少
有点味道。”王女士听邻居说，有拾荒的老人看中了这块地，平
时在小区里捡了垃圾后，就在这里整理。“我们也多次找社区、
街道投诉，但好几天就又开始，没完没了。”

日前，记者来到万春花园小区，4号楼外的空地上有一捆
折叠的废旧纸箱，空瓶子、易拉罐散落在地上，旁边还有几个
装满废品的麻袋。周围居民告诉记者，这块空地被默认成了
废品回收站。“你看原先这地面还有草，后来经常放东西，草也
不长了，光秃秃的。物业也清理过，但清了又堆。”

随后，记者联系春华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社
区已经联系物业进行清理。为防止堆放杂物回潮，社区工作
人员也到被反映人家中劝说，该居民已同意不再堆放废品及
杂物。“社区会持续关注，并督促物业公司关注小区环境状况，
及时清理脏乱环境，保持整洁卫生。”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民马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河西区郁江
道菜市场广场内存在大量违法建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菜市场违建主要是两家烧烤店搭建
的玻璃阳光房以及彩钢板房。马先生表示，该菜市场院内有
几百平方米违建，在这些违建内还摆放了各类杂物，存在明
火操作情况，易燃易爆物品较多，有巨大火灾隐患。

记者联系了河西区尖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2021
年为有效缓解郁江南里、名都公寓、城市别墅、文才公寓、文
贤里、郁江溪岸、津铁泽苑等周边10余个自然小区、1万余户
居民买菜、购物难问题，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将郁江道29号改
造为郁江道菜市场，2021年9月下旬投入试运营。对于郁江
道菜市场院内存在的搭建物，街综合执法大队调查后认定，
违法建筑共计约304平方米，并当即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
其间多次督促其自行拆除，并于今年6月下达了履行行政决
定催告书。按照执法程序，在催告期满后将向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执行程序，批复后进行拆除，确保郁江道
菜市场的违法建设行为能够得到有效治理。

交电费时间上班时间重合 难办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居住的小区电费需要开发商代收，可只在工作日办公时
间才能交费，这可苦了上班族，为交电费还要专门请假。
“我家因为欠电费已经停电两天了，没办法开空调和洗

澡，这大夏天太难受了。”市民王先生近日反映，他居住在武清
区东蒲洼街云河Park，住户不能将电费直接交到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需要由开发商代收。可开发商专人收取电费的时间
为每周一、三、五14时到17时30分，节假日还除外，这个时间
段与市民正常上班时间完全重合，“我总不能为了交电费还特
意请假半天吧！”云河Park因为地理位置距离武清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企业比较近，大部分住户为年轻上班族，原有收取电
费的时间不便民。

记者调查了解到，云河Park为开发商转供电，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对接开发商总表，因此由开发商负责收取电费。不
过这收费时间能否更便民呢？从武清区了解到，该区相关部
门积极与开发商协商，目前小区住户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时
间均可交电费，如时间不便，住户可委托社区管家代交电费。

■ 本报记者 赵煜

“不知道怎么回事，中
山门轻轨站旁的河道总是
传来阵阵腥臭味。”日前，
市民刘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

记者来到中山门轻轨
站，刘先生提到的河道紧
邻马路，越靠近河边，空气
中飘荡着的腥臭味越浓
烈，河面上还漂着一层墨
绿色的“油脂”。“每次下雨
前后，河边就有一股臭味，
不知道是为什么？”记者看
到在河岸边停放着一条小船，据刘先生说，这条船是负责清理
河道垃圾的，每天都有人清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里特别
臭。刘先生给记者看了他拍摄的视频，视频中河面上漂着一
些死鱼，还有未清理的垃圾。

随后，记者联系了负责该河道管理的天津市排水中心第
四排水所，工作人员表示，该河道名为护仓河，是中心城区的
二级河道，主要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汛期时候负责防汛，二
是非汛期承担景观作用。日常会放有水生态植物，改善河道
水质，同时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清理。近期出现臭味可能是
因为汛期已至，河道降低了水位，河内淤泥暴露出来所致。死
鱼是因为高温、低氧造成的。至于河道上类似“油脂”的东西
是一种藻类，也是因为高温造成的。现在每天早晚，会安排人
员专门进行打捞。等到汛期过后，河水的腥臭味会减少。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2020年自来水管道损坏，至今已经快
4年时间了，仍未修好。本来已经喝上自
来水的蓟州区邦均镇小蔡庄村的村民们
“倒退”回去，又开始喝井水。

“以前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井，大家
喝井水，可水质不如市政自来水。多年
前，村里通了自来水。”村民小郝告诉记
者，2020年时，自来水管道损坏，村里不再
供应自来水。没办法，家家户户又重新把
水井打开。可水质和市政自来水没法比，
他家有净水设备，但井水净化比较难，明
显比自来水要浑浊。他开始以为，自来水
管道故障，很快就能修好，可没想到这一
等就是近4年。这期间，村民多次向村委
会、邦均镇反映问题，可一直没有获得有

效的解决方案，自来水仍未恢复供应。小郝
想知道，这维修的堵点究竟在哪里？

记者采访邦均镇政府得知，堵点主要是
该村自来水总表用水量与各户分表用水量
差距过大，怀疑有漏水点。该镇分管小蔡庄
村的工作人员称，村里自来水管网于2020年
出现多个漏点，均是中交疏浚（天津）投资有
限公司在该村铺设污水管道时误挖所致，村
委会发现后立即要求该公司修补。污水管
网施工结束后，小蔡庄村总表用水量与各户
分表用水量差距过大，村里怀疑自来水管网
有其他漏点，经多次检查，发现村内公厕一
处漏点并修复。随后，镇政府联系该镇供水
站帮助校正村内总表和各户分表，用水量差
距过大的现象依旧存在。镇政府又向蓟州
区水务局请求技术支持，区水务局派技术骨
干到村里检查，未查出其他漏点。村里请第

三方技术工人检测管道时找出北侧一处漏
点，也修复了，但水表用水量差距过大的问题
仍无改善。邦均镇政府同区水务局和中交疏
浚（天津）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村委会又在总管道和分管道分别安装阀门，
对每一条分管道放水检查漏水点，未检查出
漏点……以上原因致使小蔡庄村一直未恢复
自来水供水。
“如果检查不出漏点，村里停止供应自

来水，村民就要一直喝井水，有无其他解决
办法？”对记者的提问，邦均镇的答复是，已
联系第三方公司在小蔡庄村党群服务中心
设置了直饮水机，为村民提供日常饮用水，
同时协调区水务局重新铺设自来水管道，
并列入供水改造计划，目前已将该村现有
管道长度和接水口数据上报至区水务局，
等待施工。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备受津城钓友追捧的团泊新桥，因为
钓鱼人乱停车现象严重，给正常通行的车
辆带来安全隐患。

市民古先生家住团泊新城西区，在天
津市区上班。他反映说，每天经过团泊新
桥都看到很多人在桥上钓鱼，他们把自己
的机动车或电动车随意停放在桥面道路
上，影响正常行驶的车辆通行。

记者在政民零距离平台上看到，涉及
团泊新桥钓鱼人乱停车的投诉有很多，多
名反映人称，交警来清理管点事，交警走

后，钓鱼的人和车又回来了。
据了解，团泊新桥是天津钓鱼爱好者追

捧的桥筏（在桥上用专业的渔具钓鱼）圣地，
因为这个桥下的独流减河水面宽，水流较
缓，容易有鱼群聚集。加之桥长1200多米，
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钓鱼。

近年来，随着团泊片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
团泊新桥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开车的上班族
通行的需求，和钓鱼人休闲垂钓并随意停车的
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投诉也屡有发生。

6月25日11点半左右，记者在团泊新桥看
到，虽然时至中午，仍有十多个人在桥边钓鱼，
一辆灰色轿车和几辆电动自行车公然停在桥

面上，过往车辆需避让通过。
记者从静海区政府了解到，对于团泊新

桥上钓鱼人乱停车一事，多部门进行过整治，
并在附近设置警示牌50余块，悬挂禁止钓鱼、
游泳、烧烤、野外用火等宣传布标60余幅，发
放《告知书》3500余份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但
钓鱼人与相关部门打游击，收效不是很大。

公安静海分局交警支队表示，下一步将
加强团泊新桥的巡逻巡控，同时协调相关部
门和单位在团泊新桥上安装电子监控设施，
利用电子抓拍的形式，对违法停车进行处
置。如果再有人在桥面上乱停车，可能面临
罚款、扣分等处罚。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摄

新开办的教育机构安装广告牌匾，未
申请和备案，三脚架还直接安装到居民楼
露台围墙上，存在安全隐患。

近日，家住津南区小站镇东马路津门
熙湖小区的李女士反映，她所居住的楼栋1
到3楼是底商，4到6楼是住户。3楼顶有一
个露台，平时业主会在露台上活动。最近，
底商开始装修，要开办一家名为“日升”的
教育机构。“机构的负责人也没和我们楼上
住户商量，直接安装了一个大广告牌，高度
超过了露台围墙一部分。用来固定广告牌
的铁质三脚架也安装在围墙上，这么大的
广告牌，墙体很难支撑。万一刮大风，牌子
掉下去，有安全隐患。”李女士说。

牌匾属于户外广告，记者了解到，《天
津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明确，设置户
外广告的，由所在区、县市容环境行政主管
部门办理行政许可手续。准予设置户外广
告的，应当按照准予许可的内容进行设置，
不得擅自变更；需要变更的，应当向市容环
境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小站镇综合执法大队的队员告诉记
者，经现场巡查比对，确认津门熙湖小区
东侧底商“日升”教育机构的广告牌匾未
经该镇备案。执法人员向教育机构负责
人详细解释了设置广告牌匾的相关规定，
负责人认识到自身行为给部分居民造成
的不良影响后及时采取措施，目前该广告
牌匾已经拆除。

私装广告牌匾 违规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摄

“一间屋半间炕。”小时候听老人们形
容住房难，讲得最多的就是这句。当年的
形容还有现实的影子，而今的现实居然远
比当年更加夸张。

10平方米小屋，见过；5平方米单间，
见过；2平方米“格子间”，见过吗？日前有
市民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在我市知
名医院和火车站附近，出现多户由“格子
间”组成的群租房，这些“格子间”面积狭
小，仅能摆下一张床。接到反映后，记者
按照相关线索实地探访，看看这传说中的
2平方米“格子间”到底长啥样。

记者暗访

开门就是床 过道一人宽 厕所没有门

先拆改 再群租 一切向钱看

“嚯，这屋子够黑的，没窗户没客厅
呀！”日前，记者来到天津市肿瘤医院附近
的环湖南里，小区内不少楼门和住户阳台
上都悬挂着“房屋出租”的招牌。观望中，
一位自称是中介的女子过来搭讪，“需要
租房吗，几个人住宿”？当得知记者就一
个人时，女子很快推荐了两类房型，“有30
元一天的单间，还有80元一天的套间，您
选哪个”？

中介带着记者来到一户三楼老式偏
单内，此时外面阳光明媚，单元房内则漆
黑一片。“这屋子没窗户吗？”中介在墙上
摸索了一下，一个吊着电线的灯泡亮了，
昏暗的灯光下，一条一人宽过道展现眼
前。拉开通道一侧的一扇门，里面露出一
张床，“这个2号屋30元一天”。所谓的2
号屋看上去更像一个橱柜，床头挂着接线
板和一个灯泡。借着昏暗的灯光，记者看
到整个单元房里共有六个推拉门，上面都
有编号，最大的是6号屋。中介又拉开1号
屋的门，“这个也是30元一天，优点是离空
调近，缺点是门只能开一半，上床爬着
进”。目测1号屋长不足2米，宽0.7米左
右，推拉门只能开一半，门锁是一根绳子。

此时在4号屋和5号屋里传出两个女房
客的声音，向中介投诉空调不凉。“你们把门
拉开点，冷风就能吹进去了。”中介建议说。

记者围着单元房转了一圈，既没找到
窗户也没看出是何种户型。“环湖南里是老
小区，户型都是咱天津传统的刀把偏单，过
道、小卧室和阳台被改成四个隔间，所以窗

户都被挡上了。”卫生间的门由于也被隔间
封住，只能和厨房共用一个门进出。

目前，“1号屋和3号屋各住一个男的，
4号屋、5号屋是俩女的，剩下的房间随便
选”。即便这样狭小的“格子间”依然很抢
手，中介说，根本不愁租。

离开环湖南里，记者来到马路对面的
育贤里，通过张贴的租房广告可以看出，
该小区同样有被打成多个隔断的单元房，
以每间30元到50元的价格向外出租。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滨海新区新北街
首创国际城小区（又称半山人家社区）。记
者根据市民投诉的线索走进该小区，找到
涉嫌违法群租房的楼层，发现市民反映的
房屋被改为7个“格子间”对外单独招租。
一米左右宽的过道，堆放了洗衣机和鞋柜
等杂物，各房间内电线横搭乱扯，厨房阳台
都已经被房门隔断，形成一个个小卧室。

因为改动，已经看不出该房屋多大面
积和何种户型，该楼其他住户称，“我们楼
的房型基本是130平方米，刨去公摊和卫
生间与厨房，要是搭建出7个“格子间”，估
计每户到不了5平方米。”一位杨先生告诉
记者，众多租住者经常制造各种噪音、振
动，而且自来水龙头经常不关紧，漏水现
象时常发生，扰民现象严重。

执法回应

所属住建委已经开始执法

要求拆改住户停止违法接受调查

记者随后将几个小区存在改变房型、
打隔间群租情况，分别反映给属地街道办
事处以及区住建委。

天塔街环湖南里和育贤里社区负责
人表示，社区内存在“格子间”群租房情

况，早已知晓。据他们了解，环湖南里有“格
子间”改动5户，育贤里为20户。“我们网格员
发现辖区内房屋存在私改情况，首先会登记
在案，然后与房主沟通，阐明人均面积不得
低于5平方米、不能私自改动房屋结构等相
关租房规定，同时上报给相关执法部门。”

河西区住建委执法人员已赶赴现场取
证，并通知该房屋管理者到住建委协助调查。

滨海新区住建委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
场调查后，确定住户违反了《商品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第八条：“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
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
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
出租供人员居住。”据此下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要求该住户限期拆除隔断，
停止违法出租行为。

各方说法

巨大利益让出租者私改房型

采访中，育贤里、环湖南里社区以及首
创国际城小区的居民都表示，他们最担心的
是居住安全问题。小区线路、上下水管都已
逐渐老化，厕所厨房改造成隔断间，租住者
都是短期租户，根本不爱惜居住环境，经常
发生管道堵塞情况。加上隔断间又打眼又
接线，居住能安全吗？

好好的一套房，为什么要被分成若干没
有窗户的“格子间”出租呢？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市场需求和价格低廉，是群租房格子
间出现的主因。负责运营出租房的中介人
员告诉记者，像环湖南里这套56平方米的房
子，整套租也就1000多元，分成6个隔间房，
小隔间一个月整租是900元，6个就是5400
元，远远高于整套出租。在这种巨大的利益

差面前，房主肯定愿意分租。
“首创国际城小区距离塘沽火车站不远，

流动人口多。一套房子整租3000元左右，打
成7个‘格子间’，一间最少800元，一个月收
入就是5600元。”采访中，执法队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利益的驱使让不少房主私改出租，
有些业主接到整改通知会自行拆除，但也有
业主不拆改，也不来执法队接受处罚，给执法
带来很大难度。
“价格便宜啊。我们一家就在这住几个

月，陪亲戚来看个病，能满足洗澡、上网这些
基本生活需求就够了。”一位育贤里租户告诉
记者。
“其实这种‘格子间’的群租房安全问题

还是挺大的。”一位租房中介经理劝告记者，
“群租房肯定存在失窃、不卫生以及消防隐患
等情况。如果条件允许，不妨加些钱租套独
立的公寓。”

记者查询我市《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
法》，文件规定，对这类私自改造搭建隔断出
租行为，市区住建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对
出租人以及转租人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
以下罚款。

记者手记

一间屋子隔成六间出租，每天变换不同

的租客，各种隐患，层出不穷。天津为了管理

群租房也下了力气，作了执法部署，九部门也

下了《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然而有部署有

规定，群租风依旧屡禁不止，巨大利益让房主

无法收手，而监管有难度处罚力度不足，让房

主看到可乘之机。如何让管理办法行之有

效，如何让九个部门齐上手，让整个投诉、受

理以及执法落到实处，让违法者不再踩红

线？执法中，有人吹哨，还应有人响应。各职

能部门不但要清晰划分职权，更应挑头干事，

让执法更有力度，更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