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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一跳，十年少”，唱歌、跳舞不仅可

以愉悦身心、锻炼身体，还给许多中老年人

带来乐趣。但广场舞噪音扰民的问题也

引发了许多矛盾。长久以来，富寿园、里水

第一城广场等地高音唱歌、噪音扰民的现

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周边小区居民的正

常休息，投诉频次不断上升。

“前段时间由于要上网课，孩子受影

响比较大，就有人向执法部门投诉过，那几

天情况有所缓解，但后来又继续如此。”附

近小区的住户李女士说。

“下午3时左右就有人唱歌了，到4时

30分左右才会结束。”小区居民张先生说，

周末有时候想下午休息一下，或者孩子需

要做作业，就会受到影响。

“我家孩子做作业看书都受到影响，

不得已我给他买了耳塞抵挡噪音，但学习

效果大打折扣，效率很低，这周围本来也有

学校，家里有小孩的住户比较多，最近暑假

也快到了，也快到高考、中考时期，很多时

候孩子需要在家学习，希望这个问题能得

到改善。”市民陈女士说。

还有住户说，他们也曾经向有关部门

反映过，相关部门立刻来人进行劝阻，但过

后收效甚微，执法人员走了之后，他们又继

续开始唱歌、跳舞。

对于附近群众的抱怨，老人们也表示

有话要说。“我们大多都是退休老人或独居

老人，孩子不在身边，只能出来寻找伙伴共

同玩耍。”老人们表示，这里空气比较好，地

势开阔，本来就是休闲的地方，又刚好有个

长廊可供休息，退休后没有其他的业余爱

好，只有来广场上和伙伴们唱唱歌打发一

下时间，抒发一下情感。

有的跳舞阿姨也很无奈，有时候因为

跳舞的人多，音量太小有些人又听不见，而

且有时候还有其他人在旁边进行表演，双

方的声音交错在一起，难免变成噪音。

附近小区的住户石先生说，他认为老

年人有业余爱好无可厚非，这样的休闲方

式也可以理解，但音量过大造成了周边居

民的困扰，就多了一些矛盾。他觉得，如果

音量不大，不开扩音器等行为是可以接受

的。近期也是中高考“禁噪”期间，希望双

方互相理解，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周边

社区等可否完善相应配套措施，让老年人

有更多的休闲选择，市民们也有更好的休

息空间。

里水数字城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过前期摸底调查，富寿园早上约有

六个群体在这跳广场舞、太极、健身操、

唱歌等，人数超百人。晚上同样有超过

百人在此跳广场舞和唱歌，聚集的音量

非常大。

据里水数字城管中心提供数据显示，

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富寿园累计

接到噪音扰民投诉87宗，从投诉时段看，

上午投诉33宗，下午投诉19宗，晚上投诉

35宗，投诉集中时间为7时30分左右、9

时到10时、14时到16时、19时到21时，

投诉地点多为白眉拳广场、情浓桥脚等位

置。全部投诉均已处理完毕。

跳广场舞，请关小音量！
里水多部门联动开展噪音专项整治

公园广场舞和唱歌噪音扰民，折射出生

态文明意识与公民健身之间的冲突。在构

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分析社区居民与广

场舞参与者的冲突及成因，致力于解决双方

冲突，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

一。

一方面，是中老年人需要情感寄托和休

闲健身，这样的休闲方式值得鼓励和理解；

另一方面，在外的打工人回到家只想好好休

息却被噪音持续“轰炸”，没有良好的休息环

境，两者就成了矛盾。

作为管理方的政府部门，首先应平衡居

民免受噪音干扰的权益和居民健身的权益，

强调依法保障权利，依法惩处侵犯他人权利

的行为。可以考虑对有些活动区域的广场

舞团队建立文明公约，对活动时间加以限制

和约束。其次，要摒弃“法不责众”的错误观

念，坚持“在秩序下追求幸福，在规则下享受

自由”的正确观念。

一定程度上，公益健身场地的紧缺成为

广场舞扰民的根源。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

和规划者重视健身人群的需求，合理规划空

间布局，开辟更多的公共娱乐设施和文化广

场供有相应需求的市民使用。不仅要多方

面多渠道在居住范围内“挖潜”，让广场舞有

更大的活动空间。更要在规划建设广场和

公园、社区公共健身设施时，考虑开展体育

运动项目的特色，以及这些运动所产生的环

境污染及噪音扰民等因素，将这些设施空间

进行更科学的匹配，适当安排一些与居住区

有一定距离但较便利的活动场地。

健康与和谐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尺，也

是广场舞的项目特征和内在“美感”的体

现。广场舞作为社区健身的重要方式，具有

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在目前空间有

限，健身以及隔音设施不足，市民投诉多的

情况下，当个人利益干扰到他人利益和集体

利益时，这些行为主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

行规制和纠偏，并根据情况适当“让渡”自己

的利益，以达到“舞照跳，不扰民”的效果。

富寿园地处梦里水乡景区，噪音投诉问

题突出，且临近学校及居民区，对周边师生及

居民影响较大，考期临近，更需控制活动音量，

共同营造安静祥和的居住环境。整治小组也

反复强调，不是不给市民唱歌跳舞，只是音量

确实需要调小至合理区间。那该如何满足市

民休闲娱乐需求，又可让公园回归安静整洁

的环境呢？

里水镇党群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开展此次专项行动外，更重要的是探索

长效管理机制。例如，当前计划探索制定富

寿园管理公约，包括市容卫生管理、园林绿化

管理、文娱活动守则等，通过媒体宣传、印发宣

传单张、设置公示牌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提

高园内活动市民遵章守法的意识。

同时，还考虑提升硬件设施，根据公园实

际情况，选取远离居民区域，划设文娱活动区

并规定使用时间，对进场活动人员如需使用

外放音响的，需将声波分贝值控制在限值内，

降低对周边住户影响，而违反规定者将被依

法处置。

依法处置并非一纸空谈。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关于社

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

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

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根

据《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第四十九条规

定，利用全民健身活动从事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扰乱公共秩序及危害公共安全等违法行

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5月27日20时，正是华灯初

上，超百平方米的富寿园白眉拳广

场已被跳舞的人群“占据”了，随着

喧嚣动感的音乐响起，舞者三三两

两开始活动，与一旁宁静整洁的里

水河形成了鲜明对比。路过散步

的市民纷纷加快脚步，寻找安静休

闲的地方。

“请关小你们的音量，我们多次接到

市民投诉噪声扰民，请你们配合工作。”当

晚，由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办、里水派出

所、里水旅游开发集团等多个职能单位及

属地社区人员组成的整治小组对富寿园

的噪音问题进行综合整治，第一站就是白

眉拳广场。

执法人员对跳舞队伍的音响、线路进

行了检查，发现该队伍不仅用超大音量音

响，还涉嫌偷用公共电箱的电，执法人员强

调，会进一步调查，如果发现偷用公共电，

将依法惩处。

随着执法人员的步伐，接连几处音量

过大的唱歌、跳舞队伍被处理。现场可见，

富寿园聚集了不少练歌、跳舞的队伍。有

些队伍的歌曲音量放得比较小声，一般要

走近才能听见；不过有的队伍还带了音箱、

扩音器等设备，声音较大。记者拿出手机

测量音量，普遍超过了70分贝。

整治行动持续到21时左右，本次联合

整治行动由多部门联动，负责在晚间、节假

日等游人集中的时段开展全覆盖驻点步行

巡查，及时纠正各类影响市容环境秩序的

违法行为。接下来会开展整治和巡查值

守，还将探索制定富寿园管理公约，划定功

能区域，合理分散人流，对音响器材规范使

用，协调成立广场唱歌自治管理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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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秩序下追求幸福，在规则下享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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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干净整洁的富寿园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执法人员劝喻市民调小音响音量。

■居民在富寿园跳广场舞。

晚上去过梦里水乡景区富寿

园的市民都有一个感受，原本应该

清静幽雅的公园，如今却是高音喇

叭声不绝于耳。而公园噪音的

主要源头就是那些用于唱

歌、跳舞的高音喇叭。

针对富寿园噪音扰民屡禁不止，学生中高考

又临近，各种噪音举报不断攀升的情况，里水

镇对富寿园、里水第一城广场的噪音问题进

行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