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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屋檐下

车多车位少，这个困扰许多老小区的顽症如何破解？

曾经，杭州天水街道戒坛寺巷社区安林小区，也被这样的问题

困扰。因为是市中心典型的无物业管理小区，居民开始自己动脑

筋，只是一开始，这脑子动错了方向——装一个地锁占一个车位。

立马，其他人也有样学样，一个只有几幢房子的小区，却有30把地

锁“遍地开花”，几乎侵占了所有能停车的空间（本报曾报道）。

街道曾多次对地锁进行强制拆除，然而拆了又装，屡禁不

绝，愈演愈烈。而因为地锁出现的停车纠纷，致人摔跤事件也

层出不穷。这样的困局，多年无法破解。

然而最近，钱报记者再次来到安林小区时却发现，这里早

已今时不同往昔。不仅地锁没有了，小区戒坛寺巷的入口还安

装了电子道闸，小区内停车井然有序。

究竟是什么破解了这个长达数年的“地锁困局”？

曾经地锁遍地的杭州闹市老小区如何走出停车困局

不仅引入第三方管理，还推出大招——

借鉴学区房入学
停车也分“一表”“二表”

本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潘晶晶 文/摄

》》》》找准痛点
成立自治小组
居民的事居民商量着办

安林小区由戒坛寺巷 18~22 号数幢楼

房组成，共有225户居民。

《物权法》第 74 条规定，“占用业主共有

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属于业主共有”。私装地锁，显然是违法行

为，拆除是首要任务。去年8月，在12345杭

州市长热线电话组织召开地锁问题协调会

后，街道、社区采取疏堵结合和依法整治的原

则，对小区地锁开展统一拆除行动。经过与

居民沟通，部分居民主动配合拆除了地锁。

而其他剩余地锁则由街道牵头，联合天水城

管执法中队、派出所及戒坛寺巷社区进行了

强制拆除。

不过拆地锁只是治标，导致地锁出现的

原因才是需要解决的痛点。那么当时居民们

为什么要装地锁呢？首先，无人管理是原因

之一。戒坛寺巷社区党委书记徐艳萍告诉钱

报记者，2011 年，原先小区里公益性岗位管

理人员退休后，这里就成了开放式小区。“我

们小区位置太好了，周边都是商场、写字楼。

很多外来车辆就自顾自停进来了，有些一停

就停很久，导致我们小区自己的车都不够停

了。”当年第一个装地锁的小区业主沈师傅

说，“车多车位少，谁能停谁不能停也没个规

矩，那就只能各凭本事了。”

问题找到了，怎么解决？谁来解决？

经多番讨论，事情逐渐明晰：小区停车管

理，街道和社区说了不算，得让居民自己商量

着办。于是，在区住建局的指导和社区居委

会的监督下，安林小区严格按照业委会选举

流程，采取一户一票的投票表决方式，去年 9

月 17 日选举产生了自治小组。5 名自治小

组成员既有退休的，也有在职的，既有曾经装

地锁的，也有没装过的，均是在住户中有一定

威信的热心居民。9 月 22 日，自治小组召开

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推选出了正副组长。

而如何解决“停车难”问题也成了小区居

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大家都在忙着给自

治小组出主意、想办法。

停车难题，众人商量着办。

》》》》挖潜车位
引入第三方管理机构
泊车借鉴学区房入学“表生制”

从去年 9 月至今，自治小组组长张慧珍

忙前忙后大半年了。她告诉钱报记者，自治

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做了个统计，把

小区里所有车辆的情况摸了个遍。根据登记

情况，小区车辆约有 90 辆，而原先停车位只

有20多个。挖潜车位成了最先要做的事。

自治小组首先对直戒坛寺巷 22 号楼房

前的配电柜位置进行调整，拆除 19 号与 22

号之间历史遗留的一堵墙体以及一处传达

室，共改造增加停车位5个。此外，小区内北

部原本归属于新延安饭店的 9 个车位，经过

与饭店的协商也纳入了小区车位的统一管理

内。这 9 个车位白天给饭店使用，晚上共享

给小区居民。由此，经过挖潜，小区内停车位

增加至40个。

虽然车位增加了，可是依然车多车位少，

那么究竟谁能停呢？

自治小组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协商，最后

达成共识：借鉴学区房入学的“表生制”分类

方式，将小区车辆进行分类。户口、房产证、

行驶证三证统一的为“一表车”，此类车有优

先停车权，而“一表车”中又按房产证时间年

限进行排序。

由此，第一批48位“一表车”车主获得了

停车资格。在小区门口的公告栏里，至今还

张贴着首批“一表车”车主目录、停车收费公

告等通知。此外，对一些居住在小区的老人

子女的车辆，自治小组采取了办理亲情卡的

方式。亲情卡车辆两小时内停车免费，超出

两小时，按每小时3元标准收取停车费。

“制定规则、公正公开，居民们都会看在

眼里。”张慧珍说，居民们服气，事情就好办。

确定了停车资格，接下来就是管理问题。

结合大多数居民意见，自治小组确定了采用引

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杭州停好科技有限公司”，

规范停车管理。经过协商，由“停好”出资为小

区安装监控及道闸，同时安排一位管理人员，

而车主每月交纳停车管理费100元。

“40 个车位，48 辆车，进进出出，从去年

11 月运行至今，情况基本稳定。”张慧珍很欣

慰，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

》》》》社区点赞
周边老小区开始借鉴
资源共享共同破题

“开放式老小区的停车管理确实太难太

难。”社区徐书记告诉钱报记者，整个社区有

13 个开放式入口，相对而言安林小区的客观

条件还算不错的，可以进行封闭式管理。社

区里不少一幢楼就是一个小区，绝大部分都

是开放式，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封闭式管理。

徐书记表示，下一步，借鉴安林小区居民

自治以及引入第三方管理的模式，将对社区

其他有条件小区也进行停车升级管理。“一个

个小区做过来，车位都纳入智慧停车管理。

盘子大了，车位调剂起来就会更方便，停车难

题就会更容易解决。”

不仅如此，社区还利用地区党建融合共建

的优势，积极与周边单位联系对接，采取夜间

错时停车的方式，争取更多的共享停车资源。

“现在已经与国信集团达成初步共识，待其内

部提升改造完成后，将有望提供48个夜间停

车位。这样也能缓解我们整个社区的停车难

问题。”戒坛寺巷社区党委书记徐艳萍说。

如今，小区内

停 车 井 然 有

序。

小区曾经遍地地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