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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在美国，违法建筑现象集中出现在家庭
住宅改造扩建方面。如何运用有效的管理
手段来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成为当务之
急。

住宅业主自行修建附属建筑，没有按照
标准程序办理批准手续，往往是因为他们希
望改善自己住宅的结构，又不想花邀请当地
行政机构评估的费用，或是害怕那些繁琐的
申办程序，或是要扩建的附属建筑的标准比
较低，就错误地认为申请会被立即否决。这
些没有经过正常手续获得建筑许可的附属
建筑就成了违法建筑。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监理协会针
对这种行为，郑重警告家庭住宅业主，不要

随意建造未获得批准的住宅附属违法建筑；
潜在的家庭住宅买主也必须知道所要购买
的住宅是否是违法建筑。而有资格证书的
住宅监理员，应该建议业主办理有关手续以
便获得建筑许可证。

目前，建筑许可证越来越受到美国社会
的普遍关注。住宅业主在对自己的房子“动
手”之前，都会申请许可证批准手续。扩建
工程一旦开始，住宅监理委员会随时要求
检查和分析建筑的内部结构。这一类的检
查相当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检查项
目包括地基、墙、天花板、屋顶表面的框架
结构、防水性能、管道、电路、绝缘状况等。
如果发现有与当地建筑法规抵触的地方，

必须进行修改，半点都不马虎。有时所要
求的修改费用可能非常昂贵，即便是这样，
业主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建筑许可证的
办理手续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另外，业
主还被要求支付所有新建筑的相关配套费
用，比如说学校配套费、公共下水管道配套
费等。如果附属建筑被判定会对主体建筑
物造成危害，就可能被强制拆除或改造。
看来，美国人给自己的住所“美容”也不是件
容易的事。

正是有了这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
完善的服务系统，违法建筑才能在萌芽前就
被“斩草除根”，这也是美国政府防微杜渐的
高招。 据《中外房地产导报》

蛋形蜗居，看起来像是充满想象的“行为艺术”，但默然一思，不
免酸涩而黯然：如果有华堂美屋居住，谁会造什么蛋形蜗居？蛋形
蜗居的出现，更像是对高房价的控诉。

不管怎么样，戴海飞总算有房子住了——如果说蛋形蜗居算是
房子的话，只是，不知道这个蛋形蜗居能有多长寿命——这不是多
虑。前段时间，一篇名为《深圳最牛蜗居族：在不到30平方米集装
箱内住 7 年》的新闻在网上蹿红，媒体报道后，引起人们强烈共
鸣。然而，该集装箱的女主人对媒体的同情毫不领情。究其因，
原来她怀有担忧：“你们媒体报道了，到时候城管来了，我们住到
哪里去呢？”

基于此，戴海飞的蛋形蜗居能够独善其身吗？恐怕很难。据戴
海飞透露，他的小屋曾经遭到物业驱赶，但因为没地方搬，最终不了
了之。不了了之并不等于就可以万事大吉，只要物业心血来潮了，
蜗居就必然难以存在。最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媒体报道了，是不是
引起职能部门的注意从而强行取缔？

北京这座寄托了不少年轻人梦想的城市，能不能多给戴海飞们
一些放飞梦想的机会？能不能多一些敦厚与包容，比如容忍蛋形蜗
居的存在？我为蛋形蜗居的命运担忧，因此，我期待蛋形蜗居不会
被强拆，我更期待戴海飞们终究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秦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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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理违法建筑
不妨学学美国的防微杜渐

□晚报评论员 李记

这些年，火车票的收费问题屡受争议。这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退票手续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
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铁道
部门收取退票费，单方面强制收取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平等协商权，而20%的高额退票费也违背公平交易
的原则——“退票手续费”的取消遥遥无期，“乘客迟到车票作废”的推出却迅雷不及掩耳，人们对此有异议自然
不难理解。 ——《长江日报》

一封公开信，一张法治试纸
近日，一封《法学博士清华大学王进文

致工学博士潍坊市长许立全先生有关拆迁
问题的公开信》在网络流传。11月 30日，
王进文博士证实，该信确实是他所写，事因
家乡房屋在未签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于凌
晨被拆。11月30日晚，潍坊市潍城区区委
副书记王兆辉称，王进文发表公开信之后，
他已经来北京与其当面沟通，目前双方正
在沟通，争取妥善处理此事。

（本报今日A26版）
这种维权方式，其实并不新鲜。和之

前屡屡见诸报端的跳楼维权相比，本质是
一样的。而从发展路径来看，其见效方
式也惊人一致。王进文认为上书不是靠
勇气，而是义务和责任。而且直言写信
时很冷静，没有怨气，而是有股傲气，傲
气来源于底气，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骨
气。这是最让人动容的地方。虽然写信
是抄近路的非常规维权手段，但是他坚
信即便发信，家人也是安全的，政府有妥
善处理的能力。这份信任散发的胆气，令
人肃然起敬。

博士的自述也表明，一个即便选择了
非常规维权的法学高材生，骨子里还是信
仰法律的，也相信政府部门的处置能力。
这种信任，其实也是鞭策。从这层意义上
讲，看起来稚气未脱的上书言事，也是一张
测试时下当地法治水平的试纸。职能部门
如何不辜负这种信任，如何让上书维权变
得不那么有浓烈的赌博色彩，考验着行政
伦理和司法良心。万众拭目以待，何去何
从，当不难抉择。 李晓亮

“捕杀”流浪犬少了些“温情”
近日，上海市人大召开《上海市养犬管

理条例(草案)》论证会，条例规定对无证犬
和流浪犬“集中收容”，30 天内无人认领，
则“按照规定处理”。所谓的“按照规定处
理”就是“捕杀”。2006 年至今，每年狗伤
人的事件都超过10万起。

（本报今日A26版）
诚如部分网民所言，“对有传染性狂犬

病的病犬，或者恶犬应该给予捕杀”。但
是，对于一般的流浪犬，是不是一旦30天
无人认领也要捕杀？无论怎样，一条条流
浪犬终归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对健康的流
浪犬也“一律捕杀”之，恐有违人道。所以，
解决流浪狗肆虐和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无
人认领后“一刀切”式地“一杀了之”，不一
定是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式。

城市中存在的流浪犬问题该如何处
理？是从关爱生命的角度进行管理，还是
生硬地“捕杀”了事？我认为这与地方职
能部门的思维方式、一个地方的文明程
度有关。时下，关心关爱动物的民众越
来越多，有关方面也日益关注动物们的

“权益保护”问题，这都是社会进步的标
志。如何引导人们用更趋“温柔”、理性
的方式对待动物——在承载这一前瞻性的
理念上，职能部门有义不容辞的示范职
责。就上海市“30 天为限捕杀流浪犬”的
立法而言，很明显带有主观臆断的、不怎么
尊重动物权益的影子。

毕晓哲

热点话题
我为“蛋形”蜗居的命运担忧

让我们先来回顾几条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新闻。今年4月6日凌晨，郑州市柳林镇
刘庄村一栋13层的在建居民楼顶楼砖墙突
然倒塌，从13楼砸穿到1楼，造成3人死亡，
1人重伤。时间回到2006年7月，同是郑州
市城中村之一的黑朱庄，一栋私自加建的民
房倒塌，4死3伤……

类似的惨剧，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事实
上，从2003年《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规定（试
行）》文件出台，到今年郑州市政府下发《进
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对城中
村的改造规范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
如此，走进城中村不难发现，类似随意加高
楼层的建筑，仍可看见。

而且，查看我们身边的违法建筑不难发
现，城中村“楼脆脆”仅是其中之一，私搭乱
建的简易房、铁皮房等也有不少。据11月
郑州一家媒体报道，在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
里，热线电话便接到市民举报违章建筑线索
261条。这些违章、违法建筑不仅影响市容
市貌，而且大都存在安全隐患。

对于这些违法建筑，大力治理必不可
少。为了更好地进行城中村改造，郑州最近
几年，每年都有新政策出台；而且，这些政
策越来越细化，越来越注重区别对待。比
如，今年郑州市政府下发的《进一步规范
城中村改造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3 层
以下合法房可获 1∶1 补偿”、“开发的商
品房不能超过房屋三分之二”等政策。其
中，特别强调了“对于没有经过规划、建设
等部门批准，2000 年 8 月 9 日以后建设的
住宅，将按照违法建筑处理，拆迁时一律不
予补偿安置”。

另外，对小产权房也进行区别对待。按
照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吴洪杰的说法，郑
州小产权房分三类处理：第一类是已经购
买并已入住的；第二类是刚建好不久，销
售完毕，购买者并未入住的。如果这两类
情况都符合城市规划，下一步规划仍是住
宅，按国家相应政策处理。第三类是不符合
城市规划也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一
律拆除。

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城市管理，
总是新问题叠着老问题交替出现。为进一
步治理违法建筑，郑州市委、市政府日前下
发《关于加强违法建设巡查工作的通知》。
由郑州市政府法制办牵头，成立专门巡查
组，对市区内的违法建筑进行“无缝隙”巡
查。按照规定，对原有的违法建设，严重影
响城市规划实施，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
城市规划实施影响的，要依法予以拆除；对9
月14日后新发生的违法建设，要依法从严查
处，应拆除的必须拆除，纪检、监察部门提前
介入。

强调了具体日期的治理，自然突出了治
理违法建筑的决心与信心。对比美国治理
违法建筑的经验，我们不难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我们也有类似“房地产监理协会”这样
的特别机构，或者是强调建筑物扩建、改造、
加固、拆除等方面的程序，细化检查、检验、
监理、违规处罚等细节，进一步强调依法治
理的重要性，在做到依法治理的同时，做到
防微杜渐，或许应该不是难事。

下大力气，着力营造法治环境

依法治市

戴海飞，24岁，刚毕业半年。利用公司的设计创意，他用竹子造出一座
“蛋形”小屋，作为自己的蜗居。戴海飞的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的一
个大院里，在公司楼下，一座小屋像一枚巨大的鸡蛋立在草坪上。小屋两米
来高，麻袋拼成的外皮，看上去有些不起眼。“蛋壳”上被掏出一个椭圆形的小
门，没有锁。小屋的下边，装有轮子，可以挪动。 （本报今日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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