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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报 唠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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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场舞”，其他市民
又是怎样看待的呢？或者对

“广场舞”引起的种种事件又有
什么想法呢？记者询问了不少
市民的看法。

其中，积极投身“广场舞”
行列的民众都认为，“广场舞”
之所以能火起来是因为能够强
身健体。家住未来路的孟女士
便是其中之一，但她不愿到广
场上去跳舞。一方面她觉得
出去跳很不好意思，更重要
的是她自己本身非常反感楼
下“广场舞”产生的噪音，“楼
下每天一大早就把音乐开那
么 大 声 ，想 睡 个 懒 觉 都 不
行。”孟女士的生活也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

“每天晚上楼下跳舞的音
乐开得太大声了，其实只要他
们自己能听见就行了，非得吵
得别人都不能休息，我晚上电
视的声音都快听不见了。”记者
问及广场舞遭泼粪事件的时
候，孟女士表示，如果换作她，
她也会想抗议，但泼粪有些太
过了。

家住商城路的罗女士认为
应该限制跳广场舞的时间。“我

女儿只有 3 岁，晚上‘广场舞’
的声音一响，孩子就哭得很厉
害。我周围的同事也不喜欢广
场舞，每天都被同样的音乐洗
脑。我们年轻人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家就想好好休息一下，
楼下‘广场舞’一跳我们就没得
休息了。”

“我就觉得不存在扰民的
问题，毕竟不是一天到晚的跳，
只有早上和晚上，现在中老年
人也没别的嗜好了，锻炼锻炼
挺好的。”家住郑东新区的陶女
士说，“我妈就每天去跳，声音
是有的，但没有什么影响。”

此外，不少网友对此也发
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网友

“rebels 差很大”说：“郑州的广
场已经被跳广场舞的占领完
了，王府井商场附近十来堆人
跳广场舞。”

网友“常胜外汇”保持中立
态度：“我是支持大妈们跳舞锻
炼身体，可是不要扰民呀！”

网友“全全聊聊”则建议大
家换位思考：“如果你自己的爸
妈在那跳呢？年龄大了，跳舞
是他们的寄托，还是不要去破
坏他们，人都会老的。”

“一阵一阵绿旋风吹得我心动/草绿色的生命永远年轻……”“火
辣辣的情歌 火辣辣的唱……”你最近是否经常听到这些欢快
的节奏？
“广场舞”作为一种贴近生活的锻炼方式由来已久，也深受大多
数老年人甚至是年轻人的喜爱。 动作简单、自娱性强、场地开
放、节奏欢快这些特点也为“广场舞”的流行打下了基础。
随着这股风潮逐渐席卷全国，无论大型广场还是小区花园，每
天都能见到不少“广场舞”爱好者成群起舞。但近期却出现了
不少由此引发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广场舞”的那些事
儿。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 实习生 谢君锐

2013年10月25日，《武汉晚
报》的一篇名为“小区广场舞遭
遇高楼泼粪”的新闻一经发出，
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各方热议。

据了解，家住汉口中央嘉园
小区的55岁熊女士和20多名老
姐妹每晚都跳广场舞。10 月 23
日晚正在跳舞的众人突感有东
西飘下，不少人被撒满头满身，
不料竟是大便。有人对楼上叫
骂，还索性将播放器音量开到最
大。熊女士说，楼上住户投过硬
币、碎石，双方还发生过口角，而
以大粪作为“武器”还是第一次。

其实，熊女士和她的姐妹们
与楼上业主的矛盾由来已久。
住户们曾提出，楼下的噪音不仅
影响休息，还严重干扰了孩子们
的学习，因此希望大家转移到小
区外的空地上活动，或者在跳舞
时不要开音乐。然而，熊女士对
于住户们提出的要求表示不能
接受，她们认为小区是大家的，
有权在这里活动，而且不开音乐
跳着也没有意思。对此，该小区
的物业公司表示很为难，毕竟两
边都是业主，虽然一直从中协
调，却也未见成效。

“广场舞”在全国都很火爆，
由此发生的矛盾也不少。火爆，
那么郑州的“广场舞”又是怎样
的一番景象呢？

据记者了解，航海路中州大
道富田太阳城小区西侧广场每
天晚上7点，都会有50人左右的

“广场舞”团队在此起舞。而今
年夏天他们的“广场舞”团队遭
遇了断电、广场泼机油、啤酒瓶
占位等事情，为保证广场舞不间
断，他们曾三次挪地儿。而附近
居民也纷纷表示“广场舞”声音
太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
常休息。

家住郑州市二环支路的郝
女士向记者介绍，她们跳“广场
舞”都是有组织的。只要交10元
钱，就能领取一个“跳舞证”，还
有老师专门教授舞蹈动作。学
会了之后，郝女士每天晚上 7 点
都会到离家不远的月季公园和
其他姐妹们一起跳舞，一直到晚
上 9 点。郝女士说，她只参加晚
上的活动，早上也有，她的好多
姐妹天一亮就出门跳舞去了。

“月季公园里面跳广场舞的可不
止我们这一群，大大小小的少算
也有五六群。不过我们的队伍
算是人最多的，有将近 100 人。”
据郝女士介绍，她们跳舞的地方
和居民区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还
不曾出现过和居民发生冲突这
种事情。

郑州的谢女士每天下班的
时候都会路过绿城广场，那里的

“广场舞”规模是 她 见 过 最 大
的。“夏天的时候，绿城广场跳
广场舞的至少有上千人。”谢女
士说她每次看到都颇为震撼。

“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人又多
声音又大，总会被人群和音乐
引得回头看看，有的路人还会
停下来看上几分钟，我觉得还
挺不安全的。”另外，谢女士说
她回家的一路上至少能看到三
四拨跳“广场舞”的，人数从 30~
200人不等。

如此看来，只要跳舞的新场
地选择适当，“广场舞”还是受到
市民欢迎的，一旦选在住宅区
内，可能就会遭到各种矛盾。

■你一言我一语

关于“广场舞”的问题，郑
州航院法律系王娟娟教授告诉
记者，“这主要牵扯到一个公益
性的问题。根据民法中强调的
每个公民都有自身的合法权
益，像‘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则
重点在于公民自身利益的临界
点较模糊。”

王娟娟说，如果每个人明
确了自身利益的边界，并且多
一份互相理解，那么许多事情
就不会发生，“广州即将出台相
关的治理条例，但我觉得只要
适当控制，就没有必要”。

同时，晚报的老朋友李庆
华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广场舞’的影响不大，
只要控制好音量就可以。相
反，这种运动的形式还很值得
提倡。”另外，关于汉口由“广场
舞”引起的冲突，李庆华表示，
事件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部分老年人为老不尊，容易和
人发生言语冲突，得理不饶人；
二是年轻人不能试着去理解

“广场舞”这种行为，平常工作

已经很辛苦了，“广场舞”影响
了他们的休息，“这其实和公交
车上上班族到底要不要给老年
人让座是一样的问题。”

李庆华家附近也有不少
跳“广场舞”的，“广场舞的音
量太大，附近居民屡次向物业
投诉无果，甚至请了公安局民
警前来协调。”李庆华说，其
实，只要市民的个人素质提
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现在独生子女占大多数，家里
的老年人一旦生病了就很麻
烦，子女都需要请假来照顾，
这样一来年轻人的压力就更
大。“广场舞”作为一项运动来
讲很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从
某个角度来讲，对年轻人也是
件好事。

同时，李庆华建议，郑州的
“广场舞”，大多数属于自发行
为，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但如
果专门为老年人开辟一个自由
的空间，那么“广场舞”就会摇
身一变，成为整座城市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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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互相体谅，明确自身利益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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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78，或@郑晚社
区报，把你想唠的内容
告诉我们。你也可以
加入“中原二七市民记
者群”，在这里和大家
一起唠唠家常，分享和
讨论各自的家长里短，
我 们 的 群 号 是 ：
223103264。 或 者
把你想说的话传到我
们 的 邮 箱 ：
zzsqb@sina.cn，期
待你的声音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