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井里为何
经常有垃圾？

“以前也发生过， 但是并没有

在意， 最近一个月明显变得更加频

繁了， 天井里经常会出现各种垃

圾。” 6 月初， 淞南派出所接到辖

区居民常先生的报警称， 他家中天

井近期经常发现垃圾， 疑似遭遇了

高空抛物。

民警接警后对常先生家进行了

实地调查， 从垃圾散落的方位初步

分析， 这些垃圾有可能是从一楼围

墙外投入， 而并非高空抛物。

为了进一步查明情况， 民警一

方面对常先生所在楼栋进行细致走

访， 另一方面对近期小区内的社会

公共视频和安防设施进行调阅， 寻

找蛛丝马迹。 最终， 一名深夜戴着

帽子和口罩的嫌疑男子进入了警方

视野， 并在其再次投掷垃圾时， 被

民警抓获。

到案后， 违法行为人小樊对自

己通过抛垃圾发泄情绪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 此后， 小樊因寻衅滋事

的违法行为被宝山警方依法予以行

政拘留。

抛垃圾只为“警告”

阿姨跳广场舞

据小樊讲， 他从事的工作需要

长期上夜班， 而常先生的岳母刘阿

姨是社区广场舞活动队的领队， 平

日里经常带领一群阿姨一起跳舞。

小樊认为刘阿姨等人跳舞时的伴奏

音乐音量太大， 影响了他正常休

息。

一次偶然间， 小樊发现了刘阿

姨所在的门栋， 于是想通过抛投垃

圾的方式“警告” 刘阿姨。 然而，

刘阿姨一家并不知道垃圾的来源， 也

不会因此停止广场舞活动， 这便造成

了小樊“变本加厉”， 加大了抛投垃

圾的频率， 直至警方介入调查。

处置完毕， 并不代表矛盾化解。

为了防止矛盾进一步升级， 社区民警

充分抓住了小樊正在被执行行政拘留

的“矛盾化解的黄金期”， 在双方无

法“面对面” 的情况下先行“破冰”

化解。

首先， 社区民警陈栋杰带着社区

纠纷调解员到常先生家进行走访， 通

过反馈调查结果， 争取到了常先生一

家的理解。 同时， 调解小组又分头对

刘阿姨和其他舞蹈队骨干成员进行耐

心宣传， 劝说大家跳舞时降低音量并

远离居民楼， 避免影响其他居民休

息。 其次， 社区民警会同拘留所民警

对小樊进行了释法说理和批评教育，

开导小樊要通过合法的渠道投诉噪音

扰民。

在前期分头调处的基础上， 淞南

派出所社区民警再次邀请双方当事人

走进派出所调解室， 在居委干部和纠

纷调解员的见证下进行面对面的调

解。 小樊对自己抛投垃圾的泄愤行为

向常先生一家进行了诚恳道歉； 而常

先生表示， 会提醒岳母晨练和傍晚跳

舞时控制音量。 至此， 双方签下了调

解协议书， 一段积怨已久的矛盾就此

迎刃而解。

该起案件表面上看是小伙子蓄意

扔垃圾违反法律， 但了解到背后的动

机缘由后， 要想真正解决问题， 并没

有那么简单。 法律是必须要遵守的，

但是不能简单地一抓了之。 毕竟， 法

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

义， 而不是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宝山公安分局淞南派出所社区民

警充分发挥平安志愿者和纠纷调解员

等 “平安联盟” 作用， 在处理该纠纷

时， 不光考虑到一楼居民的遭遇， 也

考虑到另外一方上夜班的辛苦， 充分

考虑到双方的实际情况和特殊需求，

搭建一个平台为双方做调解， 同时处

置时既要讲情理， 又要合法度， 还要

兼顾双方的感受。

在该起纠纷中， 调解员始终秉持

“人民至上” 的原则， 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讲好群众语言， 用智慧的方

式解决矛盾纠纷。

半夜诡异噪声
引发邻里猜疑

两年前， 李大爷一家与梁大妈

一家分别从市区搬来崇明长江农场

一小区居住， 成为楼上楼下邻居。

头一年里， 两家老人见面寒暄致

意， 很是和睦。 今年春节的时候，

三楼李大爷家迎来了家庭聚会， 情

浓之时大人、 孩子在家里唱起卡拉

OK， 楼下的梁大妈夫妇经不起吵，

又不好意思上楼直说， 选择了报警

求助。

到了 3 月份， 梁大妈夫妇俩总

会在半夜或者凌晨三四点听到楼上

发出“乓乓乓” 的恼人声音， 两

人琢磨着是那次报警使得楼上李

家怀恨在心， 所以故意制造噪音，

让他们和楼栋里其他人不能好好休

息。

上了年纪的人晚上早睡不了，

想睡的时候又被“乓乓乓” 的诡异

声吵得睡不着， 一段时间下来， 梁

大妈吃不消， 她和老伴一起上李家

询问原因， 李大爷给出的回答是他

们家从来不制造这种声音， 是梁大

妈他们耳朵不好。 本想上门好好沟

通， 却被说成耳朵有问题， 梁大妈

和老伴心里不好受， 为了“反击”，

老两口顾不了情面， 遇到哪天“乓

乓乓” 声音大， 他们就在厨房敲自

家的油烟机和锅， 在阳台拿盆砸

墙， 整点声音给楼上听。

这样的“声音往来” 持续到 7

月 10 日， 楼上楼下邻居都受不了

了， 几乎同时报了警。 崇明公安分

局长江派出所民警接警后， 找准主

要矛盾， 到三楼李大爷家了解情

况， 寻找噪音来源。 据李大爷讲，

他们家是刚装修好的新房， 怕弄坏

地板， 桌脚、 椅子腿都是装上了套

垫的， 平时搬移轻拿轻放， 切菜剁

馅也要在砧板下垫上抹布， 为的就

是防止噪音。 可就是这样， 楼下仍

旧说他们家三更半夜有噪音。

民警了解下来， 李家没有刻意

要制造噪音闹矛盾的动机。 为彻底

消除两家的矛盾， 找出半夜发出的

“乓乓乓” 声， 民警联系物业、 居

委一起到现场深入调查。 但白天没

有听到梁大妈说的诡异声， 民警与

物业、 居委工作人员商量， 晚上继

续调查。

民警上门解释
解开邻居心结

功夫不负有心人。 报警当晚

11 时许， 民警在梁大妈家听到了

那个“乓乓乓” 声， 隐约好像来自

进门口的楼道， 也像是来自楼上，

与“哗哗哗” 的下水管道流水声不

同， 更似“乓乓乓” 的敲击声。 物

业连夜叫来资深水电工， 水电工过

来一听， 就知道了是什么原因。

原来， 为方便该楼栋居民， 特

别是低层居民的生活用水， 物业年

后对楼顶的水箱进行了加压处理，

而送水管道安装在楼道内， 楼上住

户开启家中任何一个水龙头， 巨大

的水压就会发出类似敲击的“乓乓

乓” 声。 物业解释， 这就是“水

锤”， 又称水击， 是一种在液体传

输过程中常见的物理现象。

为弄清这个冷僻知识， 民警在

网上搜索“水锤效应” 这个概念，

它是指水泵在启动和停止时， 水流

冲击管道产生的一种严重水击， 由

于管壁光滑， 后续水流在惯性的作

用下， 水力迅速达到最大， 并发出

类似敲击的声响。

7 月 12 日， 民警和物业工作

人员再次来到两户居民家， 简要说

了什么是“水锤效应”， 再让他们

到二楼与三楼间的楼梯平台上， 将

三楼李大爷家水龙头打开时， “乓

乓乓” 的声音再次传出， 随后消

失， 关上再开又会响起， 至此困扰

两家的噪音源头水落石出。 “真的

错怪你们了， 人上了年纪， 夜里哪

怕一点点声音都会被惊到。” 梁大

妈夫妇第一时间向李大爷家赔不

是。

“这回我们都涨知识了， 大家

再克服一下， 等问题解决后就可以

安心休息了。” 听了物业和居委给

出整改方案后， 梁大妈和李大爷两

家彻底放宽了心。 目前， 派出所、

居委以及小区物业正在统计类似问

题， 接下来将按照整改方案解决

“水锤” 现象。

一楼居民家中的天井为

何隔三差五出现垃圾？ 近

日， 宝山公安分局淞南派出

所接到辖区居民常先生的报

警。 社区民警了解详情后发

现， 看似不文明行为的背后

其实暗藏一段积怨。

接警后， 民警在迅速处

置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平安

志愿者和纠纷调解员等“平

安联盟” 作用， 以“法理

情” 同频共振， 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讲好群众语言，

巧妙化解了这起邻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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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崇明长江地区

一对楼上楼下邻居因为诡

异噪音相互指责， 背后还

搞出小动作。 报警后， 民

警联合物业、 居委上门

“蹲守” ， 最终揪出噪音

“真凶”， 从源头上化解了

邻里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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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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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泽昭

【调解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