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卖骑手变凶手，平台是否该担责》后续

12月2日，长沙的王女士向三
湘都市报反映， 她于2017年4月
在福元西路长青跆拳道馆为小孩
办理了价值25000元的跆拳道黑
带卡，今年11月中旬，却发现道馆
已转让，而家长未得到通知。家长
们要求退费，多次协商未果。

记者来到跆拳道馆进行了调查。

【质疑】花钱办了卡道馆忽转让
“当时道馆介绍， 这张卡可以

让小孩一直学习直到考到黑带为
止。”王女士说，这一年学习效果还
不错，比较放心。今年11月初还在
搞优惠活动，让家长们缴费办卡。

“看到馆里搞‘双11’活动，我
11月10日就在店家预交7000元给
小孩办了一张2年卡。”家长王先生
介绍， 课程是从2019年2月4日到
2021年2月4日，没想到11月中旬就
发现道馆教练、 前台都换了人，价
格表上连道馆名字都换成本宗跆

拳道馆，据说已经转让。
王女士表示， 自己的小孩还

不到6岁， 按规定要到16岁后才
能考跆拳道黑带。 她认为这10年
的后续学习无法得到保证， 希望
退回学费。

【追访】 会尽快落实退费事宜
2日下午， 记者来到跆拳道

馆， 发现长青跆拳道馆的招牌及
广告仍在， 而馆内教练员全部来
自本宗跆拳道馆，据介绍，该道馆
与长青跆拳道馆已签协议， 会按
原培训方案执行。 家长随时可携
带原合同或收据签订转接协议。

记者在长青跆拳道馆的另一
家分馆见到了长青跆拳道馆总负
责人何江华， 他证实位于福元西
路的跆拳道馆确实已转让， 接手
的道馆会按照原课程上课。 在记
者的协调下， 他同意这两天会约
好时间进行协商退费。

截至发稿前， 部分家长已收
到长青跆拳道馆原馆长吴教练的
电话，对方称正在统计退费人数。
记者将继续关注。 ■记者 石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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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楼栋内开餐馆引众怒
2015年， 家住长沙市开福

区某小区的张先生， 发现开设
“私房菜馆” 成为当时比较风靡
的经营模式，于是将自家装修成
了餐厅，还在楼层电梯口挂上招
牌，并制作一批订餐卡来宣传。

餐厅的菜品逐渐被顾客认
可，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可是，随
之而来的还有喧哗吵闹、 电梯超
载、油烟刺鼻等问题。邻居们多次
上门反映，可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2017年12月5日， 小区物业
公司向张先生发出《告知书》，言
明其“住改餐” 行为严重扰民，还
出现噪音、长时间占用电梯等现
象，要求他及时整改。张先生却
始终不为所动。楼栋内相关的20
名业主联名将张先生起诉至法
院，诉求法院判令张先生恢复住
宅原貌。

法院责令限期停业
经法院查明，在小区的《物

业管理规定》和《商品房买卖合
同》中，均明确规定房屋性质为
住宅， 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入住
后， 不得在住宅内开办公司，从
事办公、销售、生产等经营活动。
张先生对房屋进行“住改商”，并
未获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

“该案系共有权纠纷， 张先
生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除
遵守相关法规外，还需获得有利
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办案法官
表示。

开福区法院判令张先生在判
决生效后30日内停止该房内商业
经营活动，恢复其住宅性质。办案
法官指出，“住宅商用” 中的利害
关系业主，并非仅指“同幢楼房里
其他的业主”，也包括“其他楼房
里受到影响的业主”。

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很多
人住进崭新明亮的新居， 但还有
一些困难群众住在破旧的棚户
区。

如何改善棚户区群众的居
住条件？近年来，通过棚改，长
沙累计有22.74万户居民告别低
矮的棚屋和破旧简陋的筒子
楼，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喜
圆“安居梦”。 长沙棚改，不仅让
群众住得更好， 也让城市变得
更靓。

“拿到拆迁款，住进新房”
12月2日，长沙仍然飘着雨。

岳麓区居民熊建业高兴地告诉三
湘都市报记者：“因为棚改，我家拿
到了拆迁款，今年买了套房，已经
住进新家。” 现在住的小区有健身
器材、游泳馆等配套设施，家门口
就有蔬菜店， 特色小吃店也多，生
活非常方便。

68岁的熊建业一家人原来住
在麓山路二里半的长沙市食品公
司宿舍，“宿舍是1975年建的，”
四层楼住了近40户退休职工，大
家共用二楼的一个公共卫生间，
不方便不说， 一些房子甚至还出
现开裂、 漏水现象， 存在安全隐
患， 可住在这里的基本都是退休
职工，“每月领着二千多元的退休
金，大家拿不出钱买新房。多亏政
府实施的棚户区改造， 我们的居
住条件改善很多。”

2000多户居民住得更好
2017年底，岳麓区启动了麓

山南路棚改项目。在二里半区域
打造书香坪文化墙、在麓山南路
特色街区首创清水混凝土地面、
将老旧小区全面升级为品质小
区…… 今年7月，完成整治和改
造的麓山南路焕然一新，成为亮
丽的风景线。此外，麓山南路周边
12个小区的提质提档工程目前也
在施工，预计年内将完工。新建农
贸市场、停车场等，使麓山南路一
带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据介绍， 麓山南路棚改项目
中， 除155户拆迁户获货币补偿
外， 同时通过有机棚改善了麓山
南路2000多户居民的居住环境。

避免大拆大建
记者从长沙市住房保障局了

解到，近年来，通过棚改，长沙累计
有22.74万户居民搬进新居，人均拥
有住房面积由改造前的14平方米
增加到了29平方米。特别是2014年
以来， 长沙启动新一轮棚户区改
造，让老百姓喜圆“安居梦”。

“长沙在棚改中融入城市更
新和城市双修理念， 坚持因地制
宜，避免大拆大建，最大限度维持
原有风貌，传承历史文化。”长沙
市住房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在对铜官、 靖港等重点沿江
集镇棚改时， 还融入当地历史文
化、民情风俗，打造出最美沿江古
镇群。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国
务院大督查专刊》 第152期刊发
了“湖南省长沙市积极推进棚户
区改造工作”的文章，全面推介长
沙棚改工作的经验。

■记者 陈月红

本报12月2日讯 11月26
日， 长沙市民吴先生在岳麓区
风华四季园大幸福网吧上网
时， 通过饿了么平台点了一份
23.5元的外卖。之后，吴先生与
点我达骑手陈某在沟通订餐地
址时发生口角， 陈某掏出水果
刀捅在吴先生左侧下胸， 致使
其因生命体征不平稳被送入重
症加强护理病房。（详见本报
12月1日A06版）。

报道一出，引发各地消费者
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今日，伤者
妻子秦女士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骑手所属的点我达平台及劳
务公司已安排专人到医院沟通，
并支付4.6万元住院费预交款及
门诊费， 双方基本达成调解意
见。此外，点我达公关负责人王
毅表示，公司会就未来造成的伤
患影响与家属及医院积极沟通，
满足家属提出的合理索赔要求。

骑手有前科， 平台是否尽
到审查义务？ 对此， 王毅解释
称， 点我达平台通过邀请第三方
背调公司查验骑手不良记录、要
求所有送餐骑手持证上岗、 联合
芝麻信用等核验注册骑手征信3
种方式进行背景审查，“公司不
会因为骑手有不良记录剥夺其
工作权利。接下来，内部将展开
全员排查，同时为骑手提供法律
援助。” ■记者 黄亚苹

小区内开菜馆，他被邻居们告上法庭
油烟大、电梯被长时占用引“众怒” 法院责令限期停止经营

楼栋内开设“私房菜”、“一桌餐”，引来顾客不断，可油烟
重、楼道挤、垃圾多等问题，却让邻居们苦不堪言。近日，长沙
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子，20名业主联
名将小区内一家“私房菜馆”的老板告上法庭。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本报12月2日讯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办事处
邀请十余名社区环保志愿者、
蓝天卫士共同对文源街道申奥
美域小区沿线餐饮门店油烟集
中治理项目进行验收。

该小区沿线不少门面做
的是餐饮生意，因油烟问题投
诉不断。街道联合建设和环保
部门进行实地勘察，并且聘请
专业公司制定“内外套层公共
排烟管道”等方案。同时，向天
心区政府申请专项资金，在10
月底实现了完工。经过一个月
的试用，各项指标已达标。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陈艳华

公共烟道让餐饮门店
告别“呛人味”

付费课程未上完，跆拳道馆忽转让
记者协调后，长青跆拳道馆同意协商退费

避免大拆大建，不仅让群众住得更好，也让城市变得更靓

长沙棚改让22万余户居民圆“安居梦”

骑手捅伤订餐者，平台支付4.6万医药费

去年岳麓区启动了麓山南路棚改项目。如今，完成整治和改造的麓山南路焕然一新。记者 陈月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