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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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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地杯”社区新闻赛

▲

我的邻居是商户

房屋本为民宅却变为商用，各种
声音也就随之而来。洛龙区政和路
某小区内有个午托班，一到中午上下
班时间，其所在楼栋的电梯就成了

“抢手货”。“我们上下班的时间和学
生们上下学的时间几乎一致，每天中
午我坐电梯上楼时，孩子们也恰巧坐
电梯上楼，结果等大半天也没法回
家；等到我下午该上班了，电梯又迟
迟下不去。”居民李女士说。

扰民、安全隐患、公共设施使用
频率高等问题，是不少市民对住宅商
用不满的原因。

不过，定期到西工区解放路附
近一小区内做美容的刘芳就对住宅
商用持赞成态度：“租金低了，收费
价格自然也会降低。和其他美容院
相比，我在这里花一样的钱能够享
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对于扰民
等问题，王芳说，美容院本身就是一
个需要安静的场所，加上每天接待

的顾客有限，所以不会对居民的生
活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小区开设的各类“私
房菜馆”也受到关注。对于食客而
言，这些菜馆由于受到场地限制，接
待客人有限，反而能够更加用心地烹
饪菜品，加上环境幽雅、私密，和一些
饭店推杯换盏的场面相比，更能使人
心情愉悦，因而受到大家的追捧。可
是对于附近居民来说，每天迎来送往
的各色人群和不时充斥的油烟味道，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读者朋友们，在您的身边，有没有
住宅商用的例子呢？您对住宅商用有
什么好的建议？您能接受哪种行业成
为自己的邻居？欢迎您拨打晚报热线
电话66778866告诉我们。

（线索提供者 史女士）
（线索提供者可到位于建设路的

“森地”电动车专卖店领取精美礼品
一份，联系电话13592565855）

您身边有
“小公司”吗

■ 开篇语
3月3日，《河南省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进一步放宽了经营场所

登记条件。按照《规定》，居民住宅允许登记为住所（经营场所），“住改商”全面放开。只要申请人提交住所
（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工商管理部门即可予以登记。

目前，我市“住改商”情况如何？市民对此有何看法？“住改商”将面临哪些问题，具体如何操作？从即日
起，本报刊发《我的邻居是商户》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记者 李岚

在不少小区，业主会将闲置
的住房租给一些公司或者个体
商户当作经营场所，这被称为

“住改商”。由于性质不同，市民
对此的观点也并不一致。接受
的人说，这种开在居民楼里的

“小公司”投入小、方便易操作；持
反对意见的人则说，“住改商”扰
民且不安全。随着“住改商”政
策的放开，我市的注册情况如
何？将面临哪些问题？“先行者”
又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最近，家住西工区王城大
桥附近的马师傅发现了一个奇
怪的现象：每天，总有陌生人
进出自己所住的楼房，还有快
递公司的业务人员定点上
门。马师傅向左邻右舍一打
听才知道，二楼的邻居开了一
家土特产直营店，这是买卖双
方在进行业务往来呢！“和公
司当邻居，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也多，本来私密的空间变得开
放，感觉怪怪的。”马师傅感到
非常苦恼。

除了公司办公，居民将住
宅“变身”私人经营场所的现象
也非常多，而且越是处于繁华
地段的小区越是普遍。记者走
访了南昌路、涧东路、洛浦路附
近的居民住宅小区，发现许多
居民住宅楼的窗户上都有快
递、美容、钢琴培训、广告制作
等广告牌，楼道里也贴满了各
种广告。在位于南昌路的一个
小区内，居民介绍，该小区内有
各种营业机构20余家，这些营
业机构多位于居民楼一楼，许
多营业机构还在租用的住宅窗
外安装了广告牌和霓虹灯。另
外，将自家住所改为餐厅，做

“私房菜”的行为也比比皆是。
随后，记者登录了赶集网、

58同城等开展租房、售房业务
的服务类网站，发现房屋出租
板块的不少帖子中都注明该房
源“可住宅可商用”。但事实
上，这些房屋均为住宅小区，而
非写字楼。

居民住宅无论设施还是户型方
面，都无法与专业的写字楼相比，但
是个体经营者偏好于此，究其原因多
是前者的租金、物业费和停车费等都
远低于写字楼，可以降低成本。一名
长期将房屋出租作为商用的业主坦
言，自己更愿意将房屋租给公司，因
为按照“行规”，和出租给住户相比，
租给公司可收取更多租金。

大学刚毕业打算和几个好友一
起办网络公司的王宇，刚租下某小区
内的两室一厅作为办公场所。“我们
刚刚走出校门，没有多少积蓄，如果
租用正规写字楼花销太大，租用民房

能省下一大笔钱，即使失败了也不会
投入太多。”王宇坦言。

租居民住宅比正规写字楼能便
宜多少钱？我市一家房屋中介机构
的业务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在
我市比较繁华的地段，一套面积100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写字楼的月租在
5000元左右，而民用住宅的月租约
为1500元；从产权范围看，写字楼的
产权是50年，住宅楼是70年，因此如
果购买住宅楼作为商用，可以增加20
年使用期；加上物业费、水费、电费和
宽带费都按照民用住宅收取，从长远
来看，又可以省一大笔钱。

商家选择居民楼，省钱又省事在洛阳，
“住改商”现象很常见

和商家当邻居，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记者 付璇 实习生 石梦莎

天气越来越热，为保证下午
工作时有良好的状态，不少上班
族都会午休。近日，市民李女士
却因为午休被打扰而心烦，小区
物业割草机的作业时间与午休时
间有重合，被轰鸣声吵醒的她很
郁闷。

业主：
午休时被割草机提前“叫醒”

李女士家住盛世唐庄小区，下
午1时至2时30分是她的午休时
间。“5日中午，我睡得正香，却被窗
外一阵轰鸣声吵醒。”李女士发现，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用割草机修剪
楼房周围的植被。

“我询问物业工作人员能否过
了午休时间再工作，他们却说先到
小区其他地方修剪，但这样不是会
影响其他业主午休吗？”让李女士感
到疑惑的是，为避免影响居民正常
生活，小区物业对业主装修时间有
具体规定，却在午休时间使用割草
机，是否不够人性化？

物业：
已与工人协商，今后会避开午
休时间作业

家住湖北省某小区的刘先生
因不能忍受清晨割草机轰轰作
响，在与物业多次协调无果的情
况下，一怒之下砸了小区的门禁
系统。洛阳晚报记者浏览北京、
上海等地的业主论坛发现，割草
工人利用清晨和午休时间作业着
实惹得不少业主恼火。

6日，洛阳晚报记者以业主身
份来到该小区物业办公室。工作人
员表示，接到业主反映后，已进行协
商，会在下午2时40分后再使用割
草机，以避开业主午休时间。

凯瑞君临华府小区物业负
责人表示，为保证业主正常休
息，在夏季，要求工作人员下午3
时后才可使用割草机。也有部
分物业公司表示，由于小区绿化
面积大，加上夏季植被生长快，
有时不得不延长时间或提前工
作才能完成。

市物业办负责人说，割草机作
业时噪声较大，物业应尽量在业主
上班时完成修剪工作，如工作人员
在午休时间作业，业主可向物业反
映要求其换时间作业。

午觉睡得正香时却被小区割
草机吵醒，业主心里有点儿烦

午休时间
让割草机也歇歇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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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往往
这么些人，邻
居开始经商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