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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31.82%

2 住房城建 18.29%

3 医疗卫生 13.11%

4 市场监管 8.32%

5 交通运输 4.26%

6 司 法 3.86%

7 民生服务 3.85%

8 城市管理 3.34%

9 治安管理 3.17%

10 商贸经济 2.29%

一周热点排序

探寻基层治理密码

广告屏幕灯光扰民 调暗关闭

市民反映：两江新区香港置地悦水岸小区周边，金
科大酒店和红星美凯龙的广告屏幕通宵开启，灯光扰
民，影响附近居民的休息，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鸳鸯街道办事处回复：经勘察，情况属
实。已通知金科大酒店和红星美凯龙相关负责人晚间
22时关闭或调暗灯光设施，店方已按照要求进行了调
整，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高速过路费重复收取 取消费用

市民反映：其通过滴滴网约车平台预约车辆，从重
庆高新区白市驿镇前往璧山区青杠街道。在行程中已
自行支付了高速路段通行费用，但行程结束后，系统仍
要求支付高速过路费。联系滴滴平台反映无果，希望
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交通运输委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高速过路费
系驾驶员手动添加，属司机责任。已根据平台相关管理
制度，对涉事司机进行了警告批评处理，并安排其参加相
关培训学习。同时，该订单的高速路费用已成功取消。

新能源车牌号无法识别 维修处理

市民来电：荣昌区兴荣大厦停车场在新能源汽车
出场时，系统无法准确识别车牌信息，导致无法正常出
场，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荣昌区城市管理局回复：经核查，城区内部分公共
停车场存在新能源汽车车牌号码在进出停车场时识别
不一致的情况。经技术人员检查，属停车场出入口道
闸处的摄像设备故障。已及时安排工作人员对相关设
施设备进行了整改维修处理，停车场已恢复正常通行。

夜间摩托车“炸街” 处罚车主

市民来电：渝北区新溉大道路段在夜间存在摩托
车“炸街”的情况，产生噪音扰民，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北区公安分局回复：经排查相关视频证据资料，
依法通知相关车辆所有人及车主前往大队，对其存在
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同时向车主强调了必须佩戴
安全头盔，遵守安全、文明驾驶的规定。

污水处理设施发生外溢 清掏处理

市民反映：铜梁区虎峰镇建新社区老盐市街47号
附近的污水处理设施发生外溢，臭气扰民，希望有关部
门核实处理。

铜梁区虎峰镇政府回复：经核实，系污水泵故障所
致。已及时安排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处理，并对污水池
进行清掏与清洗。现污水泵恢复正常运行。

人行天桥扶梯停运 恢复运行

市民反映：南岸区天信双骄小区附近的人行天桥
扶梯处于停运状态，导致过往行人不便，希望有关部门
核实处理。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回复：经核实，前期开展桥梁病
害修复工作，修复期间暂停扶梯运行。现专业机构出
具正式报告后，已恢复正常运行。

（记者 崔曜 整理）

市民来电：彭水县元亨世界咨花1号楼电梯故障，
长时间未及时维修，导致居民出行不便，希望有关部门
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江津区昕晖麓台熙著小区内，有业主私
自占用公共绿化带修建花园，多次向物业反映未果，希
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长寿区美丽泽京一期小区附近，市政规
划的停车位被流动摊贩私自占用，导致车辆无法正常
停放，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丰都县金科黄金海岸小区12栋1单元
有业主违规搭建阳光房，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无果，希
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永川昌州城市花园小区业主自行安装
栏杆后，车辆进出小区都需按喇叭通知相关人员抬
杆，噪音扰民，影响附近居民生活，希望有关部门核实
处理。

市民来电：其购买奉节县海成高铁时代城小区商
品房，工作人员通知于11月2日可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但需预先缴纳一年物业管理费用，否则无法完成房屋
交接，希望有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11月5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11月4日，重庆日报、新重庆客户端“人
民来信”栏目报道了茅溪河两边山坡上的土
地被部分居民开荒种菜一事（详见本报11
月4日七版“人民来信”栏目《茅溪河坡地种
菜，为何屡禁不止》）。连日来，记者走访发
现，在城市里，这样的“菜园子”并不鲜见，且
屡禁不止。这背后，一方面是管理者对居民

“拉不下脸”的为难；另一方面是居民私自毁
绿开垦不规范种植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让管理者头疼。城市“菜园子”管理能不能

“两全”？成为城市治理绕不开的话题。

走访：
见缝插针，城市“菜园子”并不鲜见

11月4日，在大渡口区九宫庙金地格林
春岸小区二期，记者看到，对面约几百米长
的山坡，多数被开垦，种上了当季蔬菜。城
市一隅，种菜带来的土地裸露、原生植被开
挖、白色垃圾、异味等问题，多少有些煞风
景。坡地上有提示牌写着“国有土地，严禁
耕种”字样。有种菜的居民告诉记者，虽然
看到了相应提示，但他认为与其让土地荒
废，不如利用起来。

在巴南区曼哈顿二期周边，记者注意
到，大片空地被分块种上了蔬菜，甚至小区
楼下的斜坡，也被“见缝插针”利用起来。一
位正在空地种菜的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是待
建工地，因为许久未施工，造成土地闲置，周
边的居民就趁势开荒种菜，你一块我一块，
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了。

前不久，还有市民反映北碚区蔡家天街
工地长期未动工，部分居民在其中私自种
菜，产生焚烧秸秆等行为，污染环境。

网络问政平台上，关于私自种菜的反映
投诉也不少，多集中在城市一些待建工地、
人行道、绿化用地、小区楼栋的顶楼等。

走访过程中，多数种菜的居民向记者表
示，他们看到土地暂时荒着，才想着“见缝插
针”种点小菜，既能利用土地，也能打发时
间，自种蔬菜吃着放心，多余的小菜还能卖
点钱，补贴家用。当然，如果政府部门或者
开发商的规划一旦动工，他们也会配合停止
种植。也有反对的市民认为，私自开垦种
菜，带来污染和脏乱差的问题，影响他人、产
生矛盾不说，也给执法者、管理者徒增麻烦。

两难：
一面是法律法规，一面是“拉不下脸”

在江北区红沙坡，种菜的坡地以茅溪河
为界，一边是江北区寸滩街道辖区，另一边
属两江新区金山街道辖区。采访过程中，江
北区寸滩街道工作人员和两江新区市政园
林水利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表达了
整治“菜园子”的“两难”。

“该地块属于存量土地，规划用于绿地，
按照法律法规，肯定不允许私自开垦种菜。”
两江新区市政园林水利管护中心工作人员
表示，私自种菜影响市容市貌，带来环境卫
生问题，此前的整治，他曾一度守在现场，但
没过去几天，居民又把菜种上了，“长期在整
治，可我们人力有限，整治的速度赶不上居
民种菜的速度。种菜的都是老一辈居民，我
们也不能太过激，去激化矛盾。”

“种菜区域属于已征收未利用土地，居
民们觉得，地是闲置的，不如有效利用起
来。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叔叔和孃孃们，
我们处理起来也为难，往往拉不下脸。”寸滩
街道综合执法岗工作人员无奈表示，为此，
他们将加大违法违规种菜案例的普法宣传，
也将向区里进行反映，寻求更好办法。

九宫庙街道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金地格林春岸小区二期周边
坡地的地块较为复杂，既有公园绿化用地，
也有开发商待建地块，处于闲置状态，按理
不允许私自开垦种植，但部分居民尤其是一
些年长退休或者从农村进城的，看不得土地
荒废，所以，即便多次整治，但很快又卷土重
来，社区工作人员在劝离过程中，差点与种
菜的居民起冲突，“我们除了加强宣传引导，
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声音：
“两难”能不能“两全”

“两难”能不能“两全”，在依法依规进行

城市管理和化解矛盾之间找到平衡点，达到
有效治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市管理者表示，
对于老百姓来说，种菜不只在城市里的待建
空地，还有楼顶、阳台的多个缝隙，除了爱好
还有现实需求，城市管理者要加大治理力
度、普法宣传，在管理上形成长效机制。同
时，也要多听取种菜市民的实际诉求，为这
类人群寻找可供替代的方案。

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潘兴
旺律师提醒，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
犯。开垦未利用的土地，必须经过科学论证
和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可开垦
的区域内，经依法批准后进行。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
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
体和植被。

私自种菜不可取，但如果征得土地所有
权人和使用权人同意，在不改变用地性质、
不破坏水体植被等情况下，经相关部门报备
审批通过后，合法合规种植，并进行精细化
管理，不失为一种两全之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物业管理专业
带头人、教授屈昌辉建议，对于私自种菜
的治理，城市管理部门应该疏堵结合，在
广泛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不妨
结合规划、房管等部门审批情况，引入企
业投资运营，在城市公园探索打造蔬菜公
园，聘请有种菜经验的市民参与建设管
理，打造都市农业景观，发挥观光旅游作
用；如小区内有多余空地，可联合街道社
区、物业、业委会等，探索打造社区共享菜
园或者租赁菜田，引导居民依法依规分包
管理，为有种菜爱好的业主提供合法合规
的种植空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前不久，在央视播出的《灯火中国》重庆
篇中，渝北区一条名为紫薇路的小巷有幸成
为了重庆烟火气的代表之一，成为外地游客

“打卡地”。
可正是这条“网红”街区，让附近的居民

头疼不已，屡屡与商家闹出矛盾纠纷，报警
投诉不断。

不过，近1年来，居民报警投诉下降了
70%。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呢？记者进行
了调查。

居民：凌晨三点仍吵吵闹闹，根本
没法睡觉

市民刘杨家住佳华世纪新城小区，她们
家的一间卧室正下方，就是紫薇路。

刘杨住在这里已经有七八年了，据她回
忆，以前的紫薇路只是一条不起眼的普通社
区街道，道路不宽，周边店铺也是以理发店、
洗衣店等社区商业为主。

从2019年开始，夜市经济兴起，紫薇路
的部分商家开始转型，开起了酒吧、西式餐
厅等各具特色的商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
来游玩。

可随之而来的，是噪音扰民问题的出现。
“以前楼下酒吧吵得很，特别是商家们

纷纷把座椅摆到人行道上后，喝酒划拳的声
音一晚上都没有断过。”刘杨说，她所住的小
区是一个有十几年历史的老小区，这种老小
区的隔音效果普遍不太好，她家楼层又不
高，因此楼下划拳声音、音乐声，在家里听得
清清楚楚。“有时候凌晨三点都吵吵闹闹的，
家里老人小孩根本睡不着。”

为此，刘杨多次打电话报警，也向社区
和街道反映过，但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网红”街区带来的噪音问题，困扰着周
边大多数居民，引发了不少矛盾。在矛盾最
高峰的时候，有居民从楼上泼水驱赶游客，还
有居民闹到店铺里，最后弄得大家不欢而散。

商家：对居民投诉感到两难

这条长度仅500米、宽度不过双向四车
道的道路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数十家餐饮

店、潮玩店、小酒馆等。
森泽中古奢侈品生活馆的老板朱沙来

此开店已有好几年，她告诉记者，选择在这
里开奢侈品店，正是因为看中了这里的氛
围。“社区商业的氛围，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下
班后来街边坐一坐，喝点小酒，聊会天。”

Salute餐酒吧负责人黄媛介绍，餐酒吧
是结合了餐饮和酒吧的休闲娱乐场所，而非
传统意义上的餐厅，会播放音乐来营造氛围。

由于餐酒吧大都在晚上营业，音乐声音
稍微大一些，就会引起居民投诉，但如果声
音太小了，就缺乏了氛围，顾客又不愿意。

“我们感到两难。”黄媛表示。
噪音来源还有摆在人行道上的外摆餐桌。
与商场的餐厅不同，由于是社区商业，

紫薇路商家都选择将桌椅摆上人行道，顾客
很喜欢这种坐在马路边、行道树下吃饭喝酒
饮茶的感觉。

除了噪音扰民，“网红”街区还存在油烟
污染、垃圾乱扔、停车困难、打架斗殴等多种
问题。据统计，2023年 1月至9月底，“网

红”街区所在的渝北区公安分局黄泥磅派出
所共接到纠纷类警情100余条，是以前的数
倍不止。

破局：公安出面联合多部门，与商
家约法三章

“网红”街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外地
旅客慕名前往，最高月均人流量 50万人
次。但居民意见大、矛盾多，也让商家意识
到，如果不能与居民和谐相处，自身也无法
得到持续良好稳定的发展环境。

“但是如果我们一家改，也无济于事，反
而其他同类商家会吸引走顾客。”黄媛的顾
虑，也是当地许多商家头疼的问题。

反反复复处置相同警情的黄泥磅派出
所副所长张渊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为
此，他找到开发商、小区物业和社区沟通协
商，如何构建和谐社区。

“最终我们多方协商确定，从党建、经
济、法治和服务四方面入手，改善紫薇路的
环境。”张渊说。

党建，即由黄泥磅派出所的社区警务室
牵头，形成商圈党小组，邀请社区、商家和居
民党员加入，共同开展各种党建工作，以党
建引领各项工作开展。

经济，则是从开发商招商引资着手，一
方面限制酒吧、夜市等高音量的商家数量，
另一方面引进干洗店、便利店等方便周边居
民的宜居商业，以满足周边居民生活需要。

同时，定期召集市政、市场监管所、环卫、
社区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对非警务工作分
流处置，对反映和收集的问题进行整理和处
置，对违反要求的商家进行约谈和处罚。

此外，还督促开发商制定了商户公约，
组织商家签定商户公约，督促其按时收外
摆、规范收放垃圾、控制设备音量和劝阻顾
客勿高声喧哗等，进一步提升商家对员工的
管理能力、治安防范意识。

2023年10月，黄泥磅派出所还牵头成
立了物业巡逻队，志愿者巡逻队，“民警、社区
干部、网格员、商家”巡逻队，城管巡逻队等四
支队伍，检查商家消防、提醒顾客音量，宣传
反诈防盗，监督商家晚上22点后收起外摆桌
椅和垃圾回收等，对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和商
家上报相应部门，由各部门进行处罚。

一套组合拳下来，紫薇路的环境得到了
切实的改变。

“我们将原本劲爆的音乐换成了轻柔的
音乐，也会告诉顾客，社区和公安有要求，声
音大了会扰民，顾客们也很能理解。”黄媛
说，现在顾客也不少，我们开店也舒心许多，
不用整天担心居民投诉。

居民刘杨表示，自商家改变经营策略
后，她没再打电话报警，偶有噪音过大，她通
过小区微信群反映后，马上就能得到解决。

据黄泥磅派出所统计，今年1月至9月
底，紫薇路的矛盾纠纷类警情只有28条，比
起去年同期的100余条，下降了七成。

“网红”街区影响居民生活
看紫薇路如何“破局”

城市“菜园子”管理能否“两全”

据媒体报道，北京温榆河公园有6000
平方米的“菜园”，是北京首个建在公园里的
观光型蔬菜园。公园选取观赏性强的蔬菜
品种，与园林景观和谐搭配。蔬菜有产出，
可收回一定成本。

上海嘉定区一社区在露台打造种植空
间，让居民种菜。嘉定区城管执法局提出，
小区业委会可根据实际条件，结合全体业主

意见征询情况和绿容、规资以及房管等部门
审批情况，将小区内空地等改造为社区菜
园，给居民提供合法合规的种植空间。

天津一社区，开发商预留出面积300余
平方米的区域，作为共享菜园。制止圈占乱
象，社区联合物业通过登记摇号、抽签认领
的方式选出46户菜园管理员，规划46块小
菜地，定期轮换，满足居民种菜需求。

这些城市探索规范“菜园子”

它山之石>>>

▲巴南区一小区楼下斜坡，被见缝插针种上蔬菜。
▶大渡口区九宫庙金地格林春岸小区二期对面，坡地种满蔬菜。

记者 朱婷 摄/视觉重庆

▲江北区红沙坡，坡地上种满蔬菜。

渝
北
区
紫
薇
路
商
业
街
，
市
民
在
用
餐
。

记
者

崔
力

摄\

视
觉
重
庆

重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