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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包从天而降，邻居鸣枪放獒，学生
无声抗议……本是健康的广场舞，由于
噪音扰民受到非议，引发的矛盾冲突不
断，成为社区管理难题。

2013年8月
劝说跳舞者 物业人员被殴打

河南省洛阳市世纪华阳小区业主对
18、19号楼下的广场舞噪音进行投诉，
物业工作人员前去劝说，被跳舞者殴打。

2013年8月30日晚
鸣枪放獒 男子阻跳舞被捕

因嫌广场舞的音乐声过大，北京市
昌平区一男子和邻居发生纠纷，一怒之
下回家拿出一支双筒猎枪朝天鸣枪，并
将三只藏獒放出冲进人群，所幸没人伤
亡，后该男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已
被批准逮捕。

2013年10月23日
跳广场舞 大妈遭泼粪

武汉市汉口中央嘉园小区，几位大
妈在跳广场舞时，被从天而降的粪便泼
身，之前她们还曾被楼上住户投掷硬币、
碎石等。

2013年11月16日
学生进公园 无声抗议噪音

唐山开滦一中 20名学生因不堪噪
音侵扰，身着印有“我们在上课”字样的
文化衫，进入学校旁的凤凰山公园，向在
此唱歌和跳广场舞的人，进行无声抗议。

声音
和广场舞大妈一道来设计容易执行

的管理规则。在空间有限的现状下，在
唤起公民的理性与公德的同时,让公众
参与协商和制订公约,应是社会增强自
我管理能力的重要一步。

（据新京报）

夜夜广场舞 居民“受不了”
北京通州新华联家园小区前广场活动不断，跳舞者称无合适场所；

专家称应完善公共活动设施建设

23日，北京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小区居民反映，小区前广场上晨练的皮鞭声和晚上广场舞的音乐声，声音很

大，影响居民们正常作息，经居委会和民警多次协调，情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记者采访时发现，这种情况并非

只出现在新华联家园小区，牛街、蒲黄榆等地多个小区的居民，日常生活也都受到广场舞等社区活动的影响。

就此专家表示，群众喜爱广场舞本是好事，从通过增加公共空间、提高公众参与、依靠公众自律入手可以

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新华联家园北区3号楼在翠屏西
路和通朝大街交叉处，楼下是约 300
平方米的小广场。

3号楼居民王女士称，每天早上7
点多开始，就有居民在楼下跳扇子舞，
8点半开始，小广场上有七八个中年
男子挥舞皮鞭，“声音大得像放鞭炮”，
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持续到接近 11
点。从晚上 7点半开始，小广场又迎
来跳广场舞的老年人，边播放音响边
跳舞。整个3号楼居民的生活都受到
影响。

楼内居民张先生说，从 7月份搬
来，就受到楼下皮鞭声的影响，上夜班
回来，关上窗户睡觉也不行，“皮鞭声
回声很大”。楼内不少居民家里换上
了隔音玻璃。

23日晚 7点 40分左右，广场上约
有30余名中老年人开始跳广场舞，音
乐声很大且节奏感强，记者需要捂住
耳朵，才能和跳舞者进行交流。

在新华联家园北区前跳广场舞的
一位女士称，自己是隔壁小区的居
民，看到大家都到这里跳舞，就加入
进来了，附近也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
地方。

领舞的金先生对音响扰民表示抱
歉，称每天控制时间，每晚到9点就会
散去。

金先生并未说明为何会选择在居
民楼前跳舞，不过据记者观察，3号楼
前的小广场，是周边地区仅有的适合
户外活动的空旷场所。

对于广场舞扰民，新华联家园北
区的小区物业人员表示，广场在小区
外，晨练皮鞭声和广场舞扰民不属于
物业管理，应向居委会反映情况。

23日，记者致电新华联家园北区
居委会，无人接听。北苑街道办值班
人员表示，会跟居委会沟通，协商解决
问题。

受到广场舞干扰的居
民，不止北京新华联家园一
处。北京丰台区蒲黄榆路 15
号楼北面是一个半个足球场
大小的空地，住在楼内的胡
先生说，自己是夜班工作，

每天上午9点准时被楼下广场
舞的音乐吵醒。“不是播放的
音响，是老年人们自己敲锣
打鼓，非常扰民，也不知道
该向哪里投诉。”

程女士曾经住在西城区

牛街东里，她说，小区内的老
年人广场舞音乐“节奏动感很
强，非常闹心”。9月份几个小
区还举行了广场舞比赛，有居
民到现场沟通希望能停止这
样的活动，但未奏效。

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律
师郭聪说，我国环境噪音法规
规定，生活噪音不得超过40分
贝。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制造噪声干扰他人生活的，处

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郭聪认为，虽然明确了处
罚，但执法落实困难。为避免
冲突，实际处理通常采取劝说

方式协调。他表示，广场舞扰
民，居民可以报警要求排除声
音妨碍，也可以到法院起诉，
但这一维权成本较高，建议通
过居委会、小区物业协调。

青岛市城阳区借鉴新加
坡“邻里中心”建设社区中心，
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有
效化解了广场舞扰民难题。

在该区夏庄街道新型街
道社区中心，室外标准足球场

可以同时容纳多支舞蹈队伍
练习娱乐，室内的“五彩秀场”
按照专业舞蹈室设计，有宽敞
明亮的场地、整洁的地板和光
亮的镜子，还有专业的音响设
备。这些场所全天候免费为

社区群众开放。据统计，社区
中心投入使用一年多来，已开
展了广场舞比赛、欢乐大舞台
等群众文化活动上百场，服务
辖区舞蹈队伍1600余场次，惠
及周边群众上万人。

居民装隔音玻璃抗噪声

跳舞者称难寻合适地方

■ 追访

广场舞比赛 居民叫停未果

■ 观点

制造噪声可罚款 执法落实困难

“解决问题的根本应该是
完善公共活动设施建设，让舞
者有其所。”多位学者表示，群
众喜爱广场舞本是好事，从通
过增加公共空间、提高公众参
与、依靠公众自律入手可以解

决噪音扰民问题。
湖南省社科院社会学教

授方向新指出，在城市建设和
规划时，应预留出可供群众文
体活动区域，对已建成的活动
场地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满足

公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专家表示，面对广场舞，

政府部门应慎用“以罚代管”，
对“各据其理”的当事双方来
说，更应不断提升谈判素养，
解决问题。

“应完善公共设施 让舞者有其所”

■ 他山之石

青岛“邻里中心”化解广场舞扰民

■ 链接

广场舞冲突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韶山
路社区成立“广场舞自律协
会”，大妈们约定遵守固定时
间地点，消除对居民的干扰。

今年 9月，在社区舞蹈队
部分成员的积极申请下，韶山

路社区的广场舞自律协会得
到民政部门颁发的社会组织
备案证书，社区里60多位广场
舞爱好者自动加入。

此后，广场舞自律协会主
动和街道协商活动场地，最终

街道将社区办公楼前坪让出，
舞蹈队可于早晚固定时间段
在此锻炼。与此同时，协会与
社区的业主委员会协商，在广
场舞的活动时间、地点、音乐
音量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长沙 成立“自律协会”定时定点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