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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安徽省
阜阳市部分学校以研学、夏令营等名义，
安排学生前往河南、 山东等地跨省有偿
补课。

爆料中涉及的阜阳城郊中学有学生
向记者称，从其高中入学开始，每年寒暑
假及周末校方都会组织补课。 按照她的
说法，学校为躲避检查，有时会安排学生
在校外补习， 有班级曾在合肥市包下一
个宾馆补习，还有远赴河南、山东，甚至
赴内蒙古补课的。

但该校向记者明确否认，称经调查，
未发现 2019 年暑期有违规补课的情况。

城郊中学所在的阜阳市颍东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也回复记者称， 接到相关
举报，也查处了一些违规补课的教师，但
经调查， 暂未发现网络举报所指的大规
模跨省补课情况。

根据网传举报截图显示，暑假期间，
阜阳市城郊中学高一、 高二部分班级安
排学生到河南省南阳市、 信阳市等地有
偿补课，遭举报后，又组织部分学生前往
山东曲阜一家学校继续补课。 阜阳市红
旗中学一位老师要求班级学生暑期自行
租房，在校外补课。

记者联系到阜阳市城郊中学一名女
学生，她说，今年 7 月 10 日左右至 8 月
18 日，自己所在的班级被安排在阜阳市
英华学校补课， 补课费为 3000 多元，缴
费通知由年级部长下达。针对补课事宜，
她和同学都曾拨打过阜阳市和颍东区教
育局电话，但未见效果。阜阳市太和县也
有数名学生向记者称， 太和县部分学校
老师也在暑期参与组织学生校外补课。

针对网络举报内容， 阜阳市城郊中
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称， 经过各班
班主任的一一核查， 目前未发现任何相
关违规情况，该校 2019 年暑期没有补课
的情况，但“数年前可能有过假期补课的
事情”。

城郊中学所属的阜阳市颍东区教育
局基教科程姓主任则回应称， 暑期确实
接到过相关举报， 也查处了一些违规补
课的教师。 该局曾组织人员根据举报线
索辗转多地调查， 但没有发现被举报的
大规模跨省补课情况。程姓主任表示，该
局三令五申明确禁止违规补课， 但不排
除有个别老师私下开班授课。 只要发现
有大规模违规补课的情况， 该局就会按
照教师处理意见的相关规定及程序对教
师和学校进行处理。

16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另一被举报
的阜阳市红旗中学的校长白莽。 当记者
表明身份后，他称自己正在开会，婉拒了
采访。白莽同时也是颍州区教育局局长、
党组书记。

早在 2015 年，教育部就印发了《严
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
的规定》，严禁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
参加有偿补课；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
织、 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
课，对于违反规定条款的中小学校，视情
节轻重，相应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奖资
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究学校领
导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但有偿补课近年来仍然屡禁不绝。
阜阳市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向记者表
示， 当地部分学校确实存在暑期有偿补
课的情况，甚至家长把场地都准备好，然
后找到老师，希望暑期可以补课。 他说：
“这就像’剧场效应’，别的学校都在补，
你不补，不就拖后腿了吗？ ”（澎湃）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高空坠
窗”等“急性病”威胁公共安全，
“电梯停摆”等“慢性病”在不少小
区也呈现多发态势。

长沙市岳麓区的钰龙天下小
区是附近闻名的“学区房”小区，
房屋单价在岳麓区名列前茅。 然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梯状况
百出、垃圾久置污臭四散、高空抛
物砸坏车辆等情况让不少业主难
以忍受。

“电梯停摆”等“小区病”，还
加剧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 6
月 23 日晚，重庆江北区海语江山

小区发生一起保安殴打业主事
件。 事发时，业主正在电梯口添加
邻居微信， 想建群商量停摆电梯
的维修问题， 被两名保安打伤入
院。据了解，这一小区因电梯停摆，
有业主称要爬 30 楼上下班。

电梯老化、坠窗频发、门禁虚
设、 垃圾成山……有居民反映，一
些房龄才 10 多年的小区， 就已出
现基础服务设置损坏严重，小区整
体环境和物业管理水平每况愈下。

部分小区管理失序同时带来
不少潜藏的服务管理漏洞和风
险，一定程度加速了小区的折旧。

高空坠窗、电梯停摆
小区为什么“未老先衰”了？ 为躲避检查

安徽中学
跨省补课？

近日， 一名 5 岁男童与母亲路过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京基
御景华城小区，被从 20 楼坠落的玻璃窗砸伤，男童经抢救不
治身亡。据了解，这一交付使用不满 15 年的小区，在后续隐患
排查中，还发现数起窗户螺丝松动、螺丝缺失、滑撑生锈或断
裂等情况……部分小区建筑设施“未老先衰”导致安全事故，
近年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专家告诉记者，部分小区“未老先衰”的背后，既有房地产
质量源头端因素，也存在物业管理不善等原因。小区管理不善
不仅影响了居民的获得感，还造成开发商、物业与居民之间矛
盾交织。“小区病”如何破解？

针对“小区病”多发的状况，浙
江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李建华
认为，政府、房地产商、物业公司、
业主等应该形成合力共促小区健
康发展，物业公司要与业主建立良
好互信关系，业主则应树立共建共
享社区生活理念，提高参与社区共
治的能力和水平。

一些专家建议，推进建筑终身
负责长效机制，让从业者对行业有
敬畏心，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特别是在住宅小区共建共治
共享治理格局构建中，应进一步发

挥业委会的主体作用。 部分受访人
士建议，在有条件的小区，由政府
统一管理逐步改为由业主管理。 业
主大会尚未成立的小区，住建部门
应该帮助其成立业主大会，解决住
宅专项维修基金落地问题。 这样既
能帮助小区的自我管理，也能减小
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压力和行政
风险。

进一步来看，住宅专项维修基
金的管理机制亟待完善。 住宅专项
维修基金被称为房屋的“养老金”，
实践中由于使用范围不明确，申请

使用程序较为繁琐，且尚未建立完
整的续筹与补交制度，未来部分小
区或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专家建议，各地应尽快成立房
屋维修基金管理中心，提高资金使
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同时简化使
用申请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
基金使用率，如突破“需先经过双
2/3（占住宅面积 2/3 的业主或占总
人数 2/3 以上业主） 签名同意”等
申请使用的政策瓶颈，还可建立预
支付制度，开通物业应急维修经费
使用绿色通道等。 （瞭望）

部分住宅小区在规划建设源
头端，就埋下“小区病”病根。 家在
长沙市凤凰城小区的宋先生告诉
记者，自家房子的外墙渗水，只要
遇到下雨天，屋内的墙面就会水迹
斑驳。 小区内多户人家都有类似的
情况。 有的人家墙体开裂，墙皮如
纸糊一般，用手一撕就往下掉。 他
们向物业公司反映过多次，但物业

“维修”就是在墙上刷一层白漆，无
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玉琦说， 从目前情况看，小
区外墙渗水属于房屋质量问题，开
发商应采取有效补救措施，赔偿业
主损失。

一些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表
示， 建筑隐患在验收时难以发现，
导致业主入住之后， 问题丛生，物
业也十分头痛。 但是，在实践中，对
于房地产商、 建筑公司等的责任，
往往难以追究。

也有一些小区在建设之初，规
划不够科学合理， 导致垃圾处理、
车位数量、小区公共活动空间等问
题，引发小区物业之间的矛盾。 西

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市政协委员
程德安说， 一是小区规划存缺陷，
车位、电梯等小区固有配套设施不
足； 二是小区周边配套设施不足，
一个大型小区，要考虑教育、商业、
医疗及运动设施等配套。 但现实
中， 一些居住人口数万的小区，都
没有完整配套这些功能，给群众生
活带来不便。

部分小区物业管理不善，共建
共治共享不足， 甚至激发多方矛
盾。 专家就此分析认为：一是相当
一部分小区的物业公司就是开发
商自己成立的公司，把小区物业服
务当作生财之道， 专业水平不够，
服务意识薄弱。 二是目前小区要成
立业主委员会都非常困难，遑论在
此基础上更换物业公司、动用维修
基金等， 反复拉锯让问题难以解
决。 三是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能力和
意识不足，部分居民以自身利益为
先，不顾全体，导致意见难以达成
共识。

部分小区还因为“邻避效应”，
业主与物业“长期拉锯”。 长沙钰龙
天下小区垃圾臭味扰民问题久拖

未决，屡次投诉，已成为湖南省省
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小区内的居
民告诉记者，在建设之初，开发商
没有完全建好小区内的垃圾站，居
民入住后垃圾满地，臭气熏天。 后
来想要建设了，但所选楼栋的业主
认为买房时没有告知会建设垃圾
站，坚决反对，提议建到小区西北
角的公共空地中。 又有居民认为会
破坏周边篮球场、公园等活动区域
的空气，提出反对。 这一问题直到
省级环保督察关注后才开始解决。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李宇嘉等人指出，从政策层
面来看，当前物业管理面临两大紧
迫问题：

一是维修基金如何使用，很多
城市的维修基金处于“睡眠状态”，
使用门槛太高，想用用不了；

二是小区的车位比问题，目前
相关规定没有专门针对车位比做
出具体规定，有些文件只是笼统地
提出要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在具体
配备上，有的小区是 1∶0.7，有的
是 1∶0.5，差别很大，需要从政策
层面加以完善。

部分住宅小区“未老先衰”

物业管理“先天不足”

多管齐下促发展

一幢居民楼外墙上的保温层被
吹落在地。（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