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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拖欠物业费
遭物业公司起诉

阿进住在鲤城区一小区。该小区建成至
今已有20余年了，风吹日晒下，小区一些公
共设施老化，阿进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此外，阿进还对临街车位管理、日常物
业服务瑕疵等不满意。不满意的结果是，他
从2020年1月1日起拒付物业服务费、车库
管理费共计3万余元。

3万余元的费用，对物业公司来说不是
一笔小数目。物业公司几经催讨无果，于是
将阿进起诉到鲤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
物业服务费、车库管理费及相应的违约金。

多部门联手调解
化解双方心结

“老旧小区的物业纠纷较多，此案有一
定的典型意义。”鲤城区人民法院法官介绍，
于是组建了一个调解小组，对该案进行调
解。调解小组的成员有区住建局、区法院、海
滨街道、区物业协会。

调解会上，各方调解代表均与原被告双
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解释。

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就业主反映的问题
进行答疑解惑：临街车位的管理问题属于小
区自治范畴，应由业委会或物业方提供管理
方案，交由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再由物业方
负责实施。目前小区业委会尚未成立，建议
由街道联合社区加快业委会的组建工作。在
未有明确的管理方案前，物业方应加强车辆

的进出管理，对违规停放或长期占用车位的
车辆采取贴单提醒、报相关部门协调等方式
进行管理。关于公共部位漏水的问题，房屋
防水有5年质保期，而该小区已建成20余
年，不再适用质保条款。建议物业方找专业
防水工程单位进行现场勘查报价，若金额较
大的，可依照规定，采取提取公共维修资金
的方式进行修缮。物业作为社会服务的先行
方，更要带头服务好小区业主，营造良好的
小区生活环境与氛围。

针对小区业委会组建问题，海滨街道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小区业委会已处于筹备阶
段，街道将联合社区进一步加快组建工作，
尽快召开业主大会进行表决选举，让小区业
主有“主心骨”。街道也将进一步监督物业方
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对小区公共部位和临街
车位的管理工作。

区物业协会工作人员告诉业主，物业
公司为小区提供服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物业服务的好坏应是一个长期总体的综合
评价，个别项目服务的瑕疵或某一阶段的
服务瑕疵，不能认定为物业服务的根本性
违约。

法官对双方诉求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居
中协调，并提出了调解建议：物业公司对于
业主提出的问题与意见，应当虚心接受，并
及时反馈。有办法解决的、在物业服务责任
范围内的，应及时解决；在物业服务责任范
围外的，想办法协助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与业主和谐共处，对物业服务偶发的部
分瑕疵，业主也会更加理解。小区已经建成
20余年，大部分设施设备已超过质保期，年
代久远难免存在老化、故障等问题，部分责

任确实不属于物业企业。

双方达成调解
物业纠纷案调解率高

听了调解员的话语，阿进的一些疑问也
有了答案。

最后，物业公司和业主达成了一致意
见，物业公司表示不再向业主主张要求违约
金，同时将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帮忙
寻找性价比较高的防水修缮工程单位，并协
调组织公共维修资金提取的表决，尽力帮业
主解决困扰。业主对此表示认可，并将在一
周内缴清欠缴的各类费用。双方现场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

鲤城区住建局表示，该案的调解成功，
避免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矛盾的扩大。

据悉，鲤城区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创新运用“示范诉讼+集中调解”方式，选取
典型案件进行示范裁判，推动类似纠纷集中
协调化解。同时，定期召开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案件研讨会，针对案件审理工作中的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交流，不断优化物业
服务合同案件审判工作机制，准确把握法律
适用和裁判尺度，不断提升案件的审判质
效。近三年来，该院诉前调解物业纠纷516
件，审结物业纠纷494件，其中以调解和撤
诉方式结案449件，调撤率达90.89%。

业主拒缴物业费 多部门促成调解
因对小区临街车位管理、天台斜屋面和其

他公共部位漏水处理，以及日常物业服务瑕疵
等不满意，市民阿进（化名）拖欠物业费数年。
近日，鲤城区人民法院、鲤城区住建局、海滨街
道、区物业协会共同组成矛盾纠纷调解小组介
入，寻找物业公司和业主的最大公约数，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调解。□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许
钹钹 通讯员 林永福 杨鹏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许钹钹 通
讯员 谢纯挺）近日，全市检察机关助力物业
管理提升专项工作现场会召开。会议听取了
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交流汇报，就持续以
检察履职推动物业管理提升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要求，要将推动物业管理提升与推
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相结合，围绕市委提
出的“四升一降”目标，落实好泉州市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司法联盟“8+X”联动工作机制，
在助力提升全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专项工作
中体现检察担当和作为。要聚焦地方党委政
府关注的重点、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依法履
职，统筹发挥好“四大检察”职能，通过公益诉

讼、支持起诉、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方
式，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促进提升小区依法治理水平。要多从
体制机制、源头管控、长效管理上下功夫，及
时向党委政府、执法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意
见建议，提升整体效能。要树牢“一盘棋”思
想，对市委和地方党委安排部署的任务要保
质保量落实。要成立工作专班，实行一周一调
度、一月一现场会，积极主动下沉住宅小区督
导工作，跟进专项工作开展情况。要加强与各
政法单位、行政机关的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要及时梳理、总结、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做
法，适时发布具有标志性、典型性的案例，切

实讲好助力提升物业管理的检察故事。
据悉，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于近日部署开

展“检护民生·守护美好家园”专项行动。该
院党组专题研究落实举措，并成立由检察长
担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检护民生·
守护美好家园”专项监督行动实施方案，明
确7项重点工作。市检察院制定出台检护民
生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调查方法和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调查
表、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公益调查表，指导全
市规范开展专项行动。依托住宅小区物业管
理司法联盟跟进掌握涉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工作情况，从中研判公益诉讼线索并跟进监
督。紧盯住宅小区“飞线充电”、消防设施配
备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实地调查住宅小
区254个，从中发现公益诉讼问题线索，督促
相关部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助力物业管理提升

石渔村成为具有海丝文化特色的美丽乡村石渔村成为具有海丝文化特色的美丽乡村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CFPCFP 供图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福建考察
时指出，要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
城乡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作为改
革开放先富起来的地区之一，石狮
市先行先试，探索以“共”致“富”发
展路径，101 个乡村都下好“乡村共
富”这盘棋，村财全部超 25 万元，走
出一条“村强民富”的共富路。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
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石狮市有
4个少数民族村，总人口数10982人，
还有外来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近 3000
人。近年来，石狮市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产业、生
态、文化三大振兴，推进全市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发展，努力奏响石狮民
族团结进步的时代强音。□融媒体
记者 张晓明 通讯员 陈明朗

绘制产业振兴蓝图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今
年4月23日，石狮市首个“同心·少
数民族驿站”在蚶江镇石渔村揭牌
成立，致力打造成为各族同胞共享、
共学、共事、共乐的活动平台。

紧邻石湖港的石渔村是石狮最
大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全村人口
3200多人。近年来，石渔村在福建
省、泉州市、石狮市民族宗教工作部
门大力支持下，以申遗和列入“中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
点”为契机，塑造石湖海丝文化旅游
品牌，打造具有海丝文化特色的美
丽乡村。

石渔村与石农村两个民族村抱
团取暖，紧抓港口经济这个“牛鼻
子”，共同成立石湖资产管理委员
会，全面分配管理村内的集体资产
以及相关投资项目，对投资收益进
行分配，用于给村民交纳医社保；成
立配套港后物流园区的营运车辆年
检中心，助力航运企业发展的同时，
也推动村年收入突破200万元。

地处宝盖镇的前坑村享受到城
区的经济辐射，在乡村振兴进程中，
做足村集体资产资源盘活文章，2019
年村财收入就突破200万元大关。

打造生态振兴高地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
走进永宁镇郭坑村，宽阔平整

的环村道整洁有序，每走几步就可
见一处微景观，篮球场上独具风情
的民族文化墙引人注目。近年来，郭
坑村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大力
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产业。注重对传
统古民居、古建筑的保护修缮，打造

“义源学堂、丕典古厝”等具有闽南
文化韵味的创客空间；开展寻找“美
丽家庭”“最美庭院”活动，打造“一
院一景、一户一韵”扮靓美丽乡村庭
院的特色风格，让推窗见绿、抬头赏
景、起步闻香、移步即景成为郭坑村
乡村振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石农村，生态修复也奏响了乡
村振兴致富曲。近年来，石农村推出

“蓝色海湾”项目，通过自然化、生态
化、景观化等整治修复工作，全面提
升岸线生态景观，惠及全村3000多
亩滩涂，逐步构建起了一个生态多
样、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的蓝色海湾发
展空间。良好的生态资源、生态环境
开始转化为优质的生态产品，让这片
原本的“死水滩”转化成“共富滩”。

筑牢文化振兴根基

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基石。
宝盖镇前坑郭氏回族村有一座

保存完整的古厝隐于市区，70载的
砖瓦记录了郭氏家人的暖心故事。而
今，它在主人的悉心保护下，焕发着
新的生命力，足以让人驻足，品味，流
连忘返。“这是先辈辛苦奋斗而来的，
一定要好好珍惜。”古厝的后人卢丽
清和家人每年都对古厝进行清洗，大
部分家具保存完好，房间里的衣橱、
脸盆架等都很有闽南特色。

郭坑村乡村记忆文化史馆以翔
实的史料、器物的叙述、流动的线
条，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郭坑村的历
史，人文，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与成
就。而石渔村村史馆则按照海丝文
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不同文化
定位，分为遗产点简介、海丝之路、
航运发展、港口古今、郭姓回族、人
文历史等六大板块，以及一些珍贵
文物的陈列，充分展现石渔村悠久
的海丝文化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反
映村庄和村民艰辛的奋斗历程。

石狮各民族乡村以“乡愁”赋能
乡村文化振兴，着力把村史馆建成
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博物馆”，留
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

石狮：

以“共”致“富”
助力民族乡村一起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