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6月5日 星期五 主编 王长善 编辑 刘德华 校对 杨丰 版式 李晓影

A17

本报讯 6 月 3 日下午，郑州市技师学院
“献爱心 师生帮助贫困学生”捐赠仪式在校园
国旗下隆重举行。

该院团委书记李静介绍了本次爱心助
学捐赠活动的重要意义及受捐助的两名
优秀贫困生情况。截至目前，该院师生
齐聚爱心共捐款捐物 8000 余元，这笔捐

助金将专款专用，专门用于资助贫困的
优秀学生。

此次活动体现了该院全体师生的浓浓深
情，进一步地展示了该院“一切为了学生更好
地学习、生活”的教学宗旨。同时希望受资助
的学生要发愤图强，把贫困当成一种财富，勇
于面对困难，立志成才。

背景：酒吧开业，酒店遭殃

商城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处，798酒吧与汉
庭酒店同处一楼，一家位于该楼一层，另一家
则在三至六层，原本互不妨碍。但一到深夜，
酒吧提供娱乐，酒店提供休憩，酒吧又没有良
好的隔音设施，导致酒店客人又是退房又是投
诉，酒店无法正常营业。

据汉庭酒店运营经理周佳木介绍，自今年
3月15日“798酒吧”开门营业，营业时间为晚10
点至次日凌晨3点，正是酒店内住宿客人的就寝
时间，所以噪声导致住宿客人晚上无法入睡，投
诉不断，酒店的生意下降，现在入住率还不到一
半。为了减少投诉，在客人订房之前，酒店前
台均得事先告之“夜晚会有噪声影响睡眠”。

僵持：协商不成，法庭见面

为了挽回客源，且不影响“邻里关系”。3
月18日，汉庭以书面形式向“798酒吧”发出信
函，表示其夜间所释放的噪声已超标并影响到
酒店生意，希望对方能够尽快安装隔音设施。3
月21日，“798酒吧”回函承认其设施不完善，同
意立即进行装修整改。但此后，就没了下文。

汉庭酒店表示，在此期间他们曾多次通过
口头方式向酒吧提出要求，希望立即进行噪声
的整改并要求赔偿他们的经营损失，也通过房
屋的业主方进行沟通和向相关的政府机关反
映，但均未有效果。

双方协商无果，汉庭酒店将“798酒吧”告
上法庭。

现状：你告你的，我开我的

6月3日，在汉庭酒店的房间内，记者发现

每个房间的床头柜上均放有温馨提示牌和一
副耳塞，上面写有“为保证您的睡眠，酒店免费
提供一次性耳塞”。周佳木表示，为了能保证
客人休息好，酒店方面已想尽各种方法。“这种
耳塞全是一次性的，每副批发价5元钱，5月份
的耳塞钱花了6000多元。”

随后，周经理拿出一份由市环境保护检测
中心站出具的检测报告，上面显示，夜间在汉
庭酒店两个点测量的数据分别为 50.1分贝与
45.7 分贝。国家环保部公布的《社会生活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中明确规定，宾馆客房等以
休息睡眠为主、需要保证安静的房间，夜间
（22：00至次日6：00）噪声不得超过30分贝，白
天（6：00至 22：00）不得超过 40分贝。45.7的
数据远远超出了规定中30分贝的标准。

尴尬：只能罚款，十分无奈

据管城执法局第五中队中队长李振介绍，
近期曾把双方喊到一起协商过3次，但由于涉
及的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有结果。据李队长
介绍，市政府发布的《郑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办法》，于2006年12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
办法规定的第 35条第 4款：“文化娱乐经营活
动产生的噪声或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设备、
设施产生的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处以
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李队长表示，5 月中旬，执法局按照规定
向 798 酒吧下发处罚决定书，递出两万元罚
单，并责令其整改，但该酒吧一直到现在仍未
作出任何回应，执法部门也拿它没办法，因为
按照现行规定，执法部门对违规场所只有罚款
的权力，却不能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

在我这儿住店，请戴上耳塞
酒店可无奈：楼下酒吧太吵了，让它整改它不情愿

这场官司本月11日开庭
“噪声污染”成为热门话题，一酒店

为保证客人睡眠，在每个房间免费配备
一次性耳塞。6月3日，记者从管城区法
院获悉，汉庭酒店状告其“邻居”798酒吧
噪声污染案，将于本月11日开庭审理。

在双方的僵持中，记者发现，由于本
市针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的局限性，
执法部门面对违规单位的不配合显得十
分尴尬，处罚权限受困于罚款的形式之
内，别无良方。 晚报记者 刘涛/文 白韬/图

社区成立“四级联防”巡逻队

□晚报记者 吴泳

本报讯 门洞长每天轮流值班，给小区居
民看家护院，楼长、“院长”和社区民警层层负
责，构成四级联防体系。昨日下午，在丰庆路
文化绿城社区，20多位居民义务组成“四级联
防”巡逻队，正式上岗为居民们服务。可疑外
来人员、扰民事件、安全隐患，这些都是他们特
关心的事。

昨日下午，在丰庆路文化绿城小区，20多
位义务联防队员上岗巡逻了。67岁的门洞长
王孔芬介绍，他们都是小区居民，其中一半以

上是大爷大妈。这些义务队员平日都赋闲在
家，但又闲不住。现在大伙组织在一起，每天
巡巡逻、检查检查隐患，都觉得有奔头。

队员们管的事很多：发现可疑外来人员马
上询问，及时通知小区“院长”和社区民警。哪
家漏水漏气了，哪里有火灾隐患了，及时报警
求救。小商小贩乱吆喝扰民了，占道经营堵路
了，谁家的狗狗乱叫乱咬妨碍大伙了，他们都
会及时劝阻。劝阻无效就立马通知民警和执
法人员。

“只要是和大伙的安全、公共利益有关，我
们都有义务管。”王孔芬自豪地说。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本报讯 一位 83 岁的老人，退休后热心
帮助邻里，去年6月1日他得知全国开始限塑，
就拿出养老金，让儿子给他买了编织原料，在
家编织环保提篮。一年来，他免费把185个环
保提篮送给185位邻里和朋友，鼓励他们少用
污染环境的塑料袋。

昨日上午，记者赶到了中机六院家属院的
刘海森老人的家，老人正在认真地编织提篮，
只见篮子编得很板正。老人领着记者赶到他
的仓库——一间小房间内，只见里面都是编织

提篮用的原料。老人介绍，自己腿脚不灵便
了，出行不方便，去年 6月1日，全国限塑令开
始施行后，他突然想到为邻里和社会做点小
事，于是，就拿出自己的养老金，让儿子刘建平
给他买了这些原料。“一年来，我编了近 200
个，已经送给小区很多邻居，我儿子的朋友
来我家，我都强制他们，人人走时都要拿一
个回家，我对他们说，这不是礼物，而是让他
拿回去使用，不要再用塑料袋了，那样污染
环境。对后代子孙都不好。”老人很认真地
对记者说，并拿出两个放在门口凳子上，让记
者走时带回家。 线索提供 王先生

一年编185个提篮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