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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陪伴，多些引导
别让老人的晚年太寂寞

宁波市鄞州区银巢养老服务中心理事长李靖慧告诉记者，老人的需求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一些陪伴、一声问候，只需要让他们可以在生活中寻找
到多一丝的存在感。老人并不“坏”，他们去公园里唱歌跳舞，给其他人造
成了不好的影响，只是选择了不适当的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相关部门
要加大引导，多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服务，这种噪声扰民的现象自然就
少了。

其实，并不是所有老人都选择用唱戏唱歌跳舞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现
在很多社区的老人们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其他事。当老人发现其实还
有其他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交
流娱乐需求时，相信他们会懂得如何选择。

李靖慧说，3年前她还在上大学时，就创建了宁波“银巢养老公益项
目”，目的就是让老人的晚年不寂寞，让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目前，该团
队有40多人，给近50个社区的老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例如，每周四下
午，在鄞州区白鹤街道黄鹂社区居民之家，都有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坐
在课桌前认真学习，他们有的学画画，还有的学手机应用。给他们授课的
老师，就是李靖慧团队的成员和志愿者。目前，银巢养老公益项目帮助了
很多老人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受到了老人的热烈
欢迎。

记者 边城雨 文 郑凯侠 摄

《公园日日魔音穿脑 周边居民叫苦不迭》后续

3月10日、11日，本报连续报道了我市一些
公园因为唱歌、跳舞噪声扰民的事件，市民反响
越来越热烈，不断有读者联系本报，诉说自己也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并建议相关部门采取有力
措施，既保障老年人的娱乐，又不影响周边居民
的正常生活。

昨天，记者继续对此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追
踪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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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扰民，到底归谁管？
多头管理，
往往会“龙多了不下雨”

有读者说，遇到类似问题，找很多部门好
像都不能有效管理。“城管、公安、环保这些部
门都说要管，但收效甚微。”市民范小姐告诉记
者说。

记者了解到，广场舞噪声属于社会生活范
畴的噪声，并不归环保部门管，应该是由公安
部门出面管理。宁波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名
不愿具名的警官告诉记者，如果接到噪声源扰
民的报警电话，民警是会出警进行劝说的。不
过公安部门缺乏专业手段，也没有具体标准，
只能以劝诫为主。

关于广场舞噪声扰民的事，近几年一直是
个公共话题。记者查询了其他城市的一些相
关经验，有文明公约倡导，有组织分片管理等，
我市之前均有借鉴。网友也提出不少意见，比
如统一设置扬声器减少噪声、通过植树设立隔
音墙等。

前年，海曙区开始推广“广场舞文明公
约”，对居民跳广场舞的时间、音量、区域都有
了一定的建议和要求。不过，海曙区文明办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公园里唱歌、跳舞的
活动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在监管方面存在一
定的难度。如果发生扰民现象，首先还是以双
方的积极沟通为主。对于像中山公园这种开
放式的公共场所来说，没有明确牵头管理部门
的公约，约束力显得不足。

“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也没有一个专门
的管理机构。”周先生是一名法律工作者，看到
本报的报道，他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后
表示，对于广场舞，在监督、督促的法例方面，
几乎是空白。一是立法滞后，二是现有的法律
法规缺乏可操作性，“多头管理，往往会‘龙多
了不下雨’，造成法律‘空转’。”周先生说。

市人大代表回娜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
她就已注意到公园噪声扰民问题，并建议相关
部门重视，这几年“公园噪声扰民”虽然有所好
转，但离市民期望还相差太远。“管理部门有好
几个，却都没有强有力的手段。管的部门多
了，有时候并不是好事。要想破除这个困境，
最好是市政府牵头，把相关的执法管理授权给
一个部门。还有就是相关立法也要跟上，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个问题!”

设置花盆、植物等隔断
压缩人流聚集空间

不少国人到了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忽视了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认
为自己有权做任何事，完全不顾公共场所中的其他人。旅美华侨陆先生
说，美国多数城市或州都有噪音控制法规，禁止制造噪音扰民。在纽约，若
想在公共场所使用扩音设备，必须警方许可。例如，去年就有媒体报道，一
家华人舞蹈队在纽约日落公园排练时，因音乐扰民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
警，领队被警方逮捕，指控他们在公园内制造噪音。

宁波市园林管理局总工程师龙骏告诉记者，公园本身是一个开放空
间，限制老人们携带音响设备进入是不可能的，如果强制执行，往往会引发
矛盾。同时，也要考虑到老年人老有所乐的需求。现实是公园管理方没有
执法权，只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劝阻，如果游客不听，也无可奈何。公园本身
是幽静祥和的，老年人的大音量娱乐活动的确破坏了公园应有的功能。

据介绍，像中山公园这种老牌公园，因为建造时间较早，园内空间较
大，也给老人们聚集唱歌跳舞创造了条件。相关部门也在想办法，在一些
公园设置了花盆、植物等隔断，减少大空间的存在，像日湖和月湖公园就是
最好的例证。在近些年新建的公园里，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让绿化多一
些，能让人大规模聚集的空间少一些。“此外，公园还将增加志愿者和工作
人员的巡查，对于噪声扰民进行劝阻。公共区域会设置一些提示牌，尽最
大努力减少噪声污染。”相关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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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裕社区老人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做手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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