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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场舞、广场卡拉OK成为众

多爱好者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它不仅能

锻炼身体，还成为老年人退休后的一种社

交活动。但随着此类活动的爱好者越来

越多，活动时音箱发出的噪音也同时困扰

着周边的居民。噪音给周边居民造成的

影响如何解决？参与者和被影响者之间

的矛盾该如何协调？本期《民生新观察》，

邀请香洲区政协委员禹华超、珠海传媒集

团首席评论员李勇智，与主持人柴荣一起

进行探讨。

文字：本报记者 康振华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广场舞噪音扰民如何管？
“猎音行动”管理新模式值得借鉴

香洲区政协委员禹华超（中）、珠海传媒集团评论员李勇智（左）和主持人柴荣一起探讨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治理广场噪
音扰民的问题，金湾区红旗镇建立了
管理新模式，“以群众管理群众”开展

“猎音行动”，让跳广场舞的群众以参
与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感同身受，共
同治理。

金湾区红旗镇采取的“猎音行
动”管理新模式，新在哪里？这种
模式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市民遇
到噪音扰民应该如何正确处理？
有没有既能满足市民对文化娱乐
的需求、又能还“静”于民？

禹华超对此表示，堵而抑之，不
如劝教导之。“猎音行动”把社区服
务和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将“广场
舞大妈”从服务对象变为工作力量，
成为文明城市的政策宣传员、民情收
集员、矛盾调解员，这也是充分发挥
群防共治力量，共同建设美丽平安幸
福珠海的应有之义。

广场舞队伍是基层自发组织的、
具有高活跃度、广泛存在的群众性团
体，“广场舞大妈”往往是一群有特
长、有热情、善协调、正能量的女性，
广场舞是凝聚群众力量的一种文化
表现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治
理主体，每个人都要面对其他利益主
体，需要有理性协商的能力，所以，让

“广场舞大妈”以参与者身份参与治
理，感同身受，可操作性强，值得推
广。

生活环境的和谐安宁，事关千家
万户。每个人都可能是噪音的制造
者，也可能是噪音污染的受害者。只
有真正做到政府治理和社会监管、法
律规范与个人文明自律的良性结合，
才能汇聚治理合力，推动社会共治，
让大家共享一片安宁的空间。

李勇智对此表示，珠海市噪声
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4-2025
年）第十四条提出，要加强公共场

所噪声监管，细化公共场所管理要
求。要求由市公安局牵头，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各区政府（管委会）按职
责分工配合，加强市民自发性健身
娱乐降噪引导，2025年年底前，协
调督促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公园
管理中心等公共场所管理者履行
管理责任，出台市民开展广场舞等
自发性健身娱乐活动规范指引。
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理规定娱
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段、音
量，通过推广使用无线耳机或定向
音响设备、登记备案活动团队等方
式引导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规范
娱乐健身行为，可采取设置噪声自
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
理，鼓励建设广场舞视频监控预警
设备。此外，针对噪声扰民报警和
投诉居高不下、使用处罚手段达不
到预期效果的区域，应开展联合专
项治理行动。

禹华超表示，广场舞噪音扰民入
法，也是希望跳广场舞的居民加强自
律，换位思考，自觉处理好广场舞扰
民问题，同时也是希望其他居民不要
擅自破坏和影响广场舞者的情绪，凌
驾于法律之上。靠共治、善治和法治
舞出“广场”的和谐，广场舞再也不用
贴上扰民的标签，公共社会环境会更
美、更好、更值得留恋。

另据悉，居民区的噪音标准在
45分贝-55分贝之间，这个标准相
当于两个人在房间里说话，互相能够
听清楚的一个音量，而超过这个音
量，就可以算作噪音扰民了。当我们
遇到生活噪音时，一般可以先尝试与
当事人进行沟通，如沟通无效，噪音
继续发生，那么在个人收集证据的同
时，也可以拨打110或属地派出所的
电话报警。

以群众管理群众开展“猎音行动”
近日，晚上7时30分，珠海传媒集团

记者来到香洲区华发健身广场，还未进
入广场，就听见各种乐器的声音不绝于
耳。广场各个角落被很多“娱乐小团体”
占据，有的跳舞，有的用一个显示器、一个
麦克风、一个将近1米高的大音箱搭建出
简易的广场KTV。音乐的旋律，舞曲、歌
曲混杂在一起。不少散步的市民和附近
居民表示，虽然意见很大但也无可奈何。

“广场KTV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的？各位嘉宾平时有注意过吗？其实
大家在广场跳舞也好，唱歌也好，都是
一种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周边居民也
表示可以接受，可以理解，那他们之间
的关键矛盾点在哪里？”

对于主持人柴荣的提问，禹华超表
示，怎样平衡好、照顾到各方诉求，不仅
是跳舞者和被扰者之间的事，也是摆在
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考题。之所以
成为考题，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个是广场舞爱好者的适度与其他

居民之间的包容问题，一个是政府管理
部门与广场舞爱好者及其他居民之间
的回应、管理、公平相待等问题。广场
舞爱好者与其他居民有同理心，能降低
音量，或采用更温和的方式不扰民，就
不会产生冲突，政府部门也无需介入；
可如果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严重，引起
居民投诉，相关部门就必须深入调查，
依法调解、治理因此引起的矛盾冲突。

李勇智对此表示，晚上出去散步，
基本上在有广场的地方，都能看到跳广
场舞和唱广场KTV的市民。而且，广
场上唱歌的人越来越多，设备也越来越
强了。唱得好听一点的还好，那些唱得
难听的，对周围的人简直就是一种折
磨。不管唱得怎样，发出较大的噪音，
对于那些散步的人和附近居民来说，就
不堪忍受了。在广场上跳广场舞以及
唱卡拉OK，和居民对宁静生活的需求
之间造成了矛盾冲突，找到一个平衡点
才能减少双方的矛盾。

广场娱乐活动噪音扰民现象普遍

广场上由于唱歌的团体较多，相互
之间产生影响，为了方便自己，就纷纷
把自己的音响音量调得更大。就出现
了“斗大声”的情况，如何管理和协调比
较好？

对此，禹华超表示，治理“斗大声”噪
音扰民，既要做好“堵”的工作，也要有更
多“疏”的办法，这样才能实现多方共赢。
一方面，要给“斗大声”立规矩，通过多部
门联合开展“斗大声”噪音污染专项治理，
对每一起公共场所娱乐活动噪音扰民，
都要根据情节轻重作出相应惩罚，在持
续高压态势下，广场舞噪音扰民现象才
能得到有效遏制。严堵的同时还应适当
疏导，比如，政府部门应加大公共娱乐设

施及场地建设的投入，对公共设施进行
有序开放，丰富民众的娱乐生活，并为广
场舞爱好者提供适宜的场地。

李勇智表示，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公
共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对公共设施进行
有序开放，丰富民众的娱乐生活。给广
场舞、广场卡拉OK爱好者提供场地，
比如社区文化中心有跳舞唱歌的场
所。但这些场所数量有限，面积不够。
所以，对解决广场卡拉OK扰民现象来
说，一是挖掘现有的一些场景设置潜
力，提高利用效率，通过延长开放时间，
让他们能够转移到专门的场所里面去
活动。另一方面，要根据法律法规，对
噪音扰民进行严格惩处。

如何防止“斗大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