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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不签协议 私家车进小区遇堵
物业要求签协议交停车费 部分居民认为协议不公平
文/片 本报记者 钟建军

5日早上，七八辆私家
车堵在小区门口，不是不
想进，是物业公司不让进。

原来物业公司让有车的居
民交停车费，并让居民签
订一份协议，居民觉得协
议有些不公平，有待商榷，

就没有签。于是，没签协议
的居民，开车回家就吃了

闭门羹。这样一幕发生在
福山月光怡景小区。而物
业公司对此也有一肚子话
要说。

现场>>

停车收费第一天

两成私家车被挡门外

“快来看看，小区里没

交停车费的车都不让进。”5

日上午，福山月光怡景小区

一位居民向记者这样反映。

随后，记者赶赴现场看到，

小区门口停着8辆私家车，

附近有许多居民正在与小

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协商。

“昨天晚上上的夜班，

刚回到小区门口，就被堵在

外边。”8号楼居民张先生告

诉记者，不签订协议，不交

停车费，物业就不让进。“停

一天要交四块钱停车费。”

同样开车的刘先生也被堵

在外面。“要不然先放我们

进去，以后再把钱交上行不

行？”很多居民这样与物业

工作人员商量。

物业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5日是第一天实施

停车收费，共有两成但没

交费的居民，被挡在门外。

从早上六点一直到上午十

点，他们一直在与居民沟

通，向居民解释。有些居民

听了解释之后，交了停车

费，办理了门卡，但有些居

民仍不理解，不办理相关

手续。

居民>>

不签这份协议

是觉得协议不公平

“交车位费的时候，必

须要签订一份协议，协议有

些不平等条约。”在门外等

了一个多小时的王先生表

示，如果协议公平，他不会

拖着不签。

居民孙女士签订了协

议，但她表示，条约也有些

不公平，但没有办法，不签

就没有地方停车。孙女士拿

出她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协

议，记者看到协议上写着：

小区内发生车辆刮蹭、被盗

等事故，由车主自行解决，

也可报警或保险公司索赔，

物业公司可配合据实证明，

但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这一点让孙女士觉得

不公平。她表示，交了车位
费之后，如果车辆发生刮

蹭等情况，物业公司也应

该负一部分责任，物业公

司不能只管车位卫生，不管

车辆安全。

物业>>

因车辆而引起的纠纷

怕说不清楚

随后，记者来到河滨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姜经理表示，不能说这个

条约不公平，以前，小区车

辆丢失、刮蹭的情况在别

的小区都曾发生过，这样

的纠纷往往说不清楚。收

取的停车费包括车位管理

费和车位卫生费，至于车

辆看管，由于小区警卫人

员紧张，无法派专人看管，

但会派保安按时巡逻。

姜经理告诉记者，从
2006年进驻该小区，因为当

时入住率低，物业一直没对

小区的停放车辆收费，但随

着乱停乱放现象越来越严

重，有些车被挡住根本倒不

出来，严重影响小区停车秩

序。为解决这个问题，物业

研究决定，给每位有车的居

民提供专门的停车位，并收

取一定的管理费。整个程序

都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当时

物业还在居民楼内外张贴

公告，并电话挨户通知居

民，来物业办理相关手续。

律师说法>>

该负的责任签了协议

物业也不会免责

协议上的那个条约到

底合不合理？记者来到烟

台市平和律师事务所进行

咨询。

律师事务所马国良律

师表示，“小区内发生车辆

刮蹭，被盗等事故，由车主

自行解决，也可报警或保

险公司索赔，物业公司可

配合据实证明，但不承担

任何赔偿责任。”这个条

约，根据《山东物业管理

条列》，没有明确规定是

否合理。

马国良认为，只要双

方签订这份协议，就表示

双方对此已经认同，法律

上已生效。如果在小区内

停放车辆，发生车辆刮蹭、

被盗等事故，与物业有一
定责任的，仍不会因签订

该条约而免责，居民可以
追究物业相关责任。

支农里社区广场

终于有了照明灯
本报1月5日讯(见习记者 毛旭松)

2008年3月份建成的社区广场迟迟没有安装

照明设施，夜晚来广场的居民只能借着月光

聊天、乘凉。2011年元旦，在烟台市市政养管

处的帮助下，社区广场终于亮起四盏照明

灯，社区居民再也不用摸黑活动了。

“社区广场是小区唯一的公共场所，

平时居民都坐这聊天、下棋，但不足的地

方就是没有照明设备，到了晚上，只能在

黑影里聊天，总感觉有些别扭。”居民刘德

川说，今年元旦期间，烟台市市政养管处

在广场上安装了四盏照明灯，夜晚无光的

广场终于亮了起来。

据小区居委会主任刘芦玫介绍，居委会

在去年12月份向小区内有固定电话的760户

家庭发了社区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在回收

的调查问卷中反映最为强烈的就是社区广

场没照明灯的情况。“居委会立刻跟市政养

管处协调，结果在三天之内，养管处的工作

人员就免费安装了四盏照明灯。”

社区居民对于照明灯的安装非常高

兴，广场上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晚上没事

的时候，我们就在广场上扭秧歌，广场亮

起来了，更多的居民走出家门，参与到广

场的活动中来。”居民李德志高兴地说。

社区广场成停车场

寒冬送暖

4日，幸福社区联合芝罘区工商分局

海港路农贸市场管理所，为辖区居民孙明

照等10户困难家庭送去大米、面粉、油等

生活用品。

见习记者 毛旭松 通讯员 刘秀琴 摄

包饺子送温暖

面对居委会的援助，生活屡遭变故的老人一再说———

真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毛旭松

当过妇救会会长

参加过解放战争

5日上午，记者跟随支

农里社区居委会主任来到

了李珍英的家中。屋门打

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拄

着拐杖，颤颤巍巍站在门

口。老人拄着拐杖，艰难地

挪着步子，全靠手上的力量

支撑着整个身子。房间并不

大，土炕上堆放着大大小小

的药瓶，老式的钟表挂在墙

上，简单的家具看出老人家

中并不富裕。

李珍英老人告诉记者，

她曾担任莱西妇救会会长

和农救会指导员，参加过解

放莱西的战斗。“送情报时，

为了躲避检查，我都是穿着
哥哥的衣服，女扮男装，走
小道、穿高粱地。”提起战争
岁月的事情，老人记忆犹

新。靠着自己的聪明和胆

识，穿梭在敌人的岗哨之

间，把情报交给自己的上

级。

“刚开始上战场、送情

报的时候，也是担惊受怕，

但组织交给的任务，一定要
不折不扣地完成。”

家庭屡遭变故

生活陷入困境

1982年，李珍英从莱西跟
随丈夫来到烟台，孩子都已成

家立业，李珍英过起含饴弄孙

的老年幸福生活。原本以为晚

年能够安享幸福，可最近几年

祸不单行，家庭变故接踵而

至。丈夫因病去世，远在莱西
的女儿家里也遭遇不幸，两个
女婿，一个去世，一个大脑萎
缩。去年8月份，李珍英在下炕

时，不慎摔断了盆骨，在医院

里治疗了一个多月，花费了三

万多元，现在靠着拐杖，艰难

挪步，生活上几乎到了不能自

理的地步。

老家的女儿经常过来

看望老人，在烟台的两个儿

子照顾起老人的生活，可不

菲的医疗费用让都是工薪

阶层的子女有些吃不消，老

人一家的生活陷入前所未
有的困境。

要强的她说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工作人员在得知这个
情况后，居委会经常去老人

家里看望老人，跟老人聊

天，积极争取相关补贴，希

望能够帮助老人渡过难关。

“老人每半年能领1044元的

补助，我们每年也从街道领

取500元的爱心补助给她。

上次摔伤，老人的医疗费，

政府给报销了一部分。”居

委会刘主任介绍。

但是老人非常要强，

对于居委会的帮助，老人

一再要求把钱给更需要的

困难人员，真是不想给大

家添麻烦。

5日上午，没签协议，没交车位费的车辆，被挡在小区门外。

◎图说新闻◎

八旬老人李珍英，家
中接连遭遇不幸，在得知
老人的困难状况之后，支
农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和

老人子女一起帮助老人
渡过难关。

坐在炕上的老人李珍英。

停车位难找，私家车就近停进了社

区小广场。4日，记者在南大街附近看

到，天后行宫西侧的海神园被私家车停

满了。附近居民反映，有些用餐和购物

的市民就近将车停放在小广场，使得广

场管理和积雪清除成了难题。

本报实习生 陈琳琳 郭婷 摄

近日，东花园社区计划生育协会在

潇翔小学开展“春风送温暖”活动，工作

人员为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学生包饺子，

让孩子们感受到计生协会送出的温暖。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刘玉杰 马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