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来我走，你走我种” 公告、条幅、整治都没用
三年来，长春市沈铁北部湾小区种菜老人与物业、社区管理者打起“游击战”

2万平方米空地被老人种成“开心农场”
社区马上清理“五一”后建公园

九载春秋 感恩同行
———热烈庆祝盛京银行长春分行成立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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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春城，万物复苏、生机
勃勃。 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盛京
银行长春分行迎来了九周年行庆。
九年来，盛京银行长春分行依托区
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持续推进金融
产品和服务创新，努力拓宽业务领
域，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和民生事业
发展，打造省内首家开放式、公益
性的园林式银行，开业以来陆续设
立了10家支行， 营业网点遍布各
个城区。

回顾九年历程，盛京银行长春
分行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服务
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
乡居民”的市场定位，扎根本地，服
务周边，不断提升服务理念，优化
服务功能，做市民身边最贴心的银
行。

2011年4月27日，盛京银行长

春分行扎根春城，开启了服务春城
百姓、 服务地方经济的新篇章；
2015年9月20日，盛京银行长春分
行乔迁新址；2016年4月12日，成
功在吉林市设立了首家异地支行；
2017年， 加大了支持实体经济和
普惠民生的力度；2018年，着力提
升服务质效，争做春城人民最放心
的银行；2019年， 不断完善专业、
高效客户服务体系，倾情打造盛京
银行在当地的品牌形象；2020年，
将积极推进战略转型和改革创新，
走向新时代，迈向新征程。

追求卓越，彰显社会担当。 盛
京银行长春分行依托体制机制和
决策优势，深入了解当地经济发展
的情况，发挥地缘优势，深耕本地
市场，以创新金融服务，全力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 先后与长发集团、

中东集团、新星宇集团等地方重点
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促进
地方经济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强有力的融资支持。同时盛京银行
长春分行始终坚守做一家好银行
的初衷，努力践行金融服务普惠民
生、为长春市民美好生活提供优质
金融服务， 推出一系列优质产品，
如大额存单、红玫瑰理财、结构性
存款等。同时贴心考虑客户用卡需
求，免除小额账户管理费、年费、密
码挂失手续费等。

未来,盛京银行长春分行将继
续立足长春、服务全省，积极推进
战略转型和改革创新，以服务地方
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为建设
成为春城市民身边的好银行而努
力奋斗。

/城市晚报记者 宋佳静 报道

随着气温攀升，长春各小区已迎来花红柳绿、春意盎然的景象，楼下踏春赏花成不少居民的惬意选择。 但是
家住沈铁北部湾 C区的赵先生却没有这样的雅致，心里恼怒的他投诉称：“我们家已经被‘农场包围’，一畦畦菜
地、躬耕的老人，这里没有花香，只有鸡粪沤肥的恶臭，入住五年，每年的春天都是这番景象，春风一刮，尘土漫
天，粪肥臭味弥漫小区，遛弯都不能下楼……希望有关部门管管。 ”4月 26日，按照赵先生的指引，记者来到位于
宽城区团山街道小南街社区的沈铁北部湾 C区内，对投诉的现象进行了现场调查。

长春市沈铁北部湾 C 区的业
主多数是 2015 年左右入住，如今
刚满 5年缘何被“农场”“菜地”包
围？ 26日下午，记者刚到小区正门
口， 几垄田埂就率先进入视野，而
小区居民正常出入视而不见，连门
口巡逻的保安也对此习以为常了。

“找菜地啊， 你得进我们小区
里， 门口这点跟里面比‘九牛一
毛’呀！ ”见记者在小区门前观看
菜地，保安热情指点，言语中满是
调侃。 在他指引下，记者穿过一条
小径，在两栋高层楼宇间，抬眼就

见被铁丝网围拢着的一大片裸
地。

透过铁丝网可清晰看见土地
上老人们在抡锹挥镐， 低头忙碌，
随着不断翻起的新土，沙尘迎风扬
起，阵阵刺鼻的恶臭味飘来。 记者
穿过铁丝网还没走到近前，一只脚
已经深陷泥土之中。“走垄台，那边
刚翻过！ ”一名正在劳作的老人双
手拄着镐把，大声提醒着。

见记者感兴趣， 老人兴致很
高， 主动介绍起来：“我是第一年
种，地没劲儿，种柿子不挂果，只

能种点葱。不能指望高产，就是闹
一乐，退休了在家闲不住，当锻炼
了……你看这不都是老人嘛，年
轻人谁能种呀”，顺着老人手指方
向，另外两名老人正在种蒜，还有
一名中年女士正在挥锹开荒铲掉
野草，准备松土大干一番。置身空
地中间， 可明显闻到沤肥了的土
地在太阳炙烤下的恶臭味令人作
呕，刚一捏鼻，老人哈哈笑着说：

“这是我沤的鸡粪肥，为这我还养
了 6 只鸡，这样种的菜是有机肥，
好吃呢！ ”

投诉“开心农场”让小区尘土飞扬恶臭弥漫

见记者在菜地拍照，有小区居
民围拢上来。“你是哪个单位，赶紧
管管吧，你看到的是小的，后面还
有个 2万平方米的空地，那才叫壮
观呢！”在居民引导下，沿着小区继
续向深处走，小区的后面紧邻一块
2 万平方米空地，这块空地面积是
小区内的几十倍。站在 4楼高空俯
瞰，偌大的空地已经被分割成大大
小小近百块菜地， 有的用木棍围
拢，有的用塑料膜覆盖，若不是眼
前的拔地而起的楼宇，让人有置身
郊外田野之感。

“这块空地虽不在小区内，但
与小区一步之遥， 看着不美观，对
环境破坏也很大，大风天刮起的沙
尘简直遮天蔽日”， 小区居民陈女
士说，小区内的空地原本是要建楼
的，但是因为侧面有几栋民居迟迟
征收不妥，因此这栋规划中的楼盘
也一直在搁置中， 一停就是 5 年。
2015 年小区刚入住时， 只有几户
上岁数的居民在这种菜，但近两三
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垦荒种菜的
队伍。

而小区外面的 2 万平方米空

地则是规划用地，是小区建设前就
规划的公园。但不知何故一直没有
建设，后来也被开荒种菜了。“其实
这两块空地不适合种菜，基本都是
砖头瓦块， 但这些人刨砖垫土，后
来又运来豆腐渣， 给土地增加肥
力，豆腐渣一发酵，那个味道，老难
闻了。”说起小区的菜地，居民闫娜
既无奈又气愤， 与周边的小区比，
我们这的老人最多，闲不住，喜欢
上了种菜。 前些天风一吹，沙尘飞
起七层楼高，因为灰大，自己的车
都不敢停在小区里了。

调查 2万余平方米空地被小区老年人垦成“菜地”

小区居民反映如此强烈，负责
园区管理的物业知情吗？

随后记者来到了长春同诚物
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部湾物业
管理处，负责人表示，小区目前落
成 5年，之后就陆续有业主在此开
荒种地、养鸡、搭棚子。“尤其是养
家禽和沤粪，业主对这些行为意见
很大。”该负责人说，但是物业没有
执法权，只能呼吁和劝阻，难以达
到理想的效果。 记者现场看到，小

区随处可见“禁止毁绿种菜”的条
幅提醒，但物业负责人坦言，这些
提醒，种菜的居民从不理会，他们
甚至就在提醒的条幅下继续种菜。

“我们也很头痛， 能想的办法
都想了，软的硬的都没有效果”，该
负责人指着园区空地旁竖立的一
块告示牌说，2018 年我们就在围
栏旁边立了一块公告牌。上面大致
内容为， 在该空地上存在开荒种
地、沤粪、圈地、私搭乱建及饲养家

禽等不文明现象，业主对此反映强
烈……决定， 在 2018 年 5 月 10
日以前，涉及到以上不文明现象和
不文明行为的业主自行拆除并停
止耕种……

“我们发了公告后， 对空地铲
了一次，后来又围上了栅栏，实际
上已经严格禁止这些不文明行为
了， 但仅几天发现又有人扒开栅
栏，准备开荒种地。 ”该负责人表
示，在多次劝说开荒种地者无效的

物业 无执法权虽明令严禁却阻挡不了“种菜大军”

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多数业主的利
益，他们还曾采取一些极端的强硬
的措施，在空地上撒上白灰，但受
到业主的反对。 后来公安、环保部
门来了，指出粉尘对业主的影响太
大，做法不妥，最后用水车对散落
的白灰进行处理，处理空地种菜也
就无果而终。

此后，种菜的队伍越来越多，

从几十人到上百人。“很多种菜
的业主都是老人，他们收不了多
少庄稼，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活动
一下筋骨，但实际上，小区广场
有很多健身设施，社区健身设施
也都对外开放，他们偏偏选择这
样的一种影响环境的方式。 ”说
到这里， 该负责人一声叹息，倍
感无奈。

社区 小区居民与社区管理者打起“游击战”
采访中， 物业负责人也表示，

社区也曾多次到小区进行清理，但
收效甚微。

记者随后拨通小区所在的宽
城区团山街道办事处小南街社区
电话，“你说的菜地我知道， 上午
我刚刚和物业取得联系， 街道和
区里已经准备进行治理了……”
记者刚刚说出小区的名字， 小南
街社区李姓党委书记就已知晓事
情的梗概。 她说，这是个延续多年
的老问题，他们曾经多次治理，但
是整治后好转几天，他们走后，种
菜的老人们又返回，打起了“游击
战”，让他们也是疲于应对。 2019
年春天，他们也清理了菜地，加固
了外围的铁丝网， 但是今年春天
又被种菜了。

“不过这个老问题的一部分即

将彻底解决了！”李书记说，该小区
的情况已上报到上级单位，近期将
组织人力到小区进行清理。园内的
空地由于涉及开发商遗留问题，属
于待开发地块，社区也已经与地产
公司沟通过， 何时开发还确定不
了。 社区和物业也曾研究复绿种
植，但这里还是块洼地，且有产权
单位，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管理。

而小区外的 2 万平方米空地
已经纳入宽城区 2020 年城建项
目中， 近期社区组织人员清理后，

“五一”后项目建设单位将入驻，按
照规划在这里建设一个综合性公
园，届时，“毁绿种菜”的空地将被
美丽漂亮的公园所取代，小区的居
民乃至周边的住户也将拥有一处
独一无二的风景。

/城市晚报记者 刘佳雪 报道摄

一名老人正在开垦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