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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金珠花苑小区物业负责人反映问题
后，记者到现场了解情况。金珠花苑小区属
于老旧小区，出现停水的楼栋总共有32户，
其中20户实现“一户一表”改造，12户未实现

“一户一表”改造。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
绍，接到业主反映的停水问题后，物业立即组
织人员进行排查。“我们首先检查了阀门，发
现阀门有些问题，怀疑是阀门未进行养护才
导致停水，随后进行了更换。”可更换新阀门
后依旧处于停水状态。于是，工作人员对供
水管道进行了全面仔细的检查，才发现是自
来水管道破裂导致的停水。

停水原因找到后，物业负责人第一时间
联系了拉萨市自来水公司。“我们连续两天，
多次给拉萨市自来水公司打电话说明情况，
希望派人前来维修，都遭到了拒绝。拉萨市
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说我们小区未实现‘一
户一表’改造，不归他们管，是物业的责任，让
我们自己出钱维修，态度也不好。”该小区物
业负责人说，为了尽快恢复用水，物业不得不

自己花钱请来维修师傅。在修理过程中，拉
萨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双方合作共同修好了破裂的管道，业主家才
恢复正常用水。

虽然金珠花苑小区的自来水管道修理问
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小区物业负责人认为，小
区大部分住户都实现了“一户一表”改造，实行
一户一结算，定期抄表计量，由供水企业与用
水单位和个人直接结算，物业并未与拉萨市自
来水公司签订水费代收、代缴合同，因此没有
义务承担维修的责任。同时，根据2016年12
月1日起施行的《拉萨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第
三十二条规定：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时，供水企
业应当及时抢修。“所以我们物业认为，应由自
来水公司承担维修责任。”该负责人说。

和该小区物业负责人一样，也有不少人认
为，只要是给供水单位缴了费用，出现问题就应
该找供水单位。本报接到的类似求助热线也很
多，为给大家答疑解惑，记者专门采访了拉萨
市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给大家解答。

32户业主无水用
自来水管道破裂谁来修？

那么，金珠花苑小区自来水管道破裂到底归谁管
呢？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湖北维思德（拉萨）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黄浩。黄浩律师告诉记者，如管道破裂系
人为造成，则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
应当由行为人承担修缮或赔偿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下称《条
例》）第二条规定，城市供水分为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
设施供水。同时按照《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城市
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分别由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
和自建设施供水企业承担定期维修检查，确保安全运
行的管理职责。《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用水单位自行
建设的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户外管道，应由城
市自来水供水企业验收合格并由其统一管理。故小区
破裂的管道，如由自来水公司统一安装，则公共部位管
道应由自来水公司维护管理。如小区自来水管道系自
建，则应交由自来水公司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如
满足验收合格的前提，则应由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小
区内公共供水管道。故修缮责任应在于自来水公司。
但如小区自建管道并未报自来水公司验收合格，则不
应使用该管道，而是应当依法经验收合格后使用。

同时，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
当依法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维
修、养护的责任。

故事件中小区公共区域内的自来水管道虽然是
因年久失修导致破裂，但是管道改造后并未报自来水
公司验收合格，所以应由物业负责维修。

另据《拉萨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物
业服务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
等专业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分户计量装置或者入
户端口以外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责任。

这里提及的分户计量装置，入户端口设施应该是
俗称的每户电表、水表，水表外管道应由自来水公司
负责维护。而是否安装“一户一表”不应当排除自来
水公司的维修职责。

综上，如因管道老化造成的水管破裂，应由自来
水公司维修。但管道如是小区建设单位自建的并且
未通过验收，则应由小区建设单位承担维护责任。如
建设单位因时间太久远已注销，就只能使用小区公共
维修基金承担维修费用了。

近日，拉萨市罗堆
中路金珠花苑小区物业
负责人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反映，该小区自来水
管道破裂，给拉萨市自
来水公司打了好几次电
话请求维修，均遭到了
拒绝。“现在我们小区有
一栋楼的居民无法正常
用水，生活十分不便，希
望拉萨市自来水公司及
时前来维修，可对方回
复不归他们管。”该负责
人无奈地说。那么，该
小区内的自来水管道维
修到底由谁来负责呢？
记者 央金卓玛 王静

律
师

小区管道改造未验收
应由物业负责维修

自来水管道破裂，业主无水用反映

针对金珠花苑小区出现自来水管道破裂
这一情况，拉萨市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栋
表示，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出现自来水设施问题，
公司都会积极派人抢修，但是因为抢修人员有
限，而且每天都有抢修任务，可能出现个别抢修
不及时的情况，为此，他也深表歉意。

“关于金珠花苑小区的问题，我们也对相关
情况进行了核实，管道维修是物业的责任，并不
归我们管。”刘国栋解释，小区自来水管道出现
故障，凡是不属于“一户一表”的归物业负责管
理，属于‘一户一表’的归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管
理。而且金珠花苑小区有关自来水管网改造的
资料也没有移交到拉萨市自来水公司，并未报
拉萨市自来水公司验收合格，其实是不归拉萨
市自来水公司管理的。

“即便如此，拉萨市自来水公司仍然安

排了工作人员前往金珠花苑小区进行维修，
只不过工作人员当时正在执行其他抢修工
作，所以赶到现场比较晚。毕竟需要一个一
个抢修，也要分轻重缓急，就出现了一些误
会。”刘国栋表示，针对公司工作人员态度不
好的问题，后续会加强内部管理，避免此类
事件发生。

刘国栋介绍，拉萨市城市供水主管道（市
政管道）东至教育城、西至堆龙德庆区人和汽
配汽贸城、南至顿珠金融城（次角林文化产业
园是园区独立供水服务，柳梧新区目前和柳梧
水厂联合服务）、北至三环附近，以上区域除政
府企事业单位以外都属于拉萨市自来水公司
管理。市民如遇到用水问题，均可拨打拉萨市
自来水公司对外服务热线96339、抢修热线
0891-6388711，将有专人进行接听、处理。

不属于“一户一表”，由物业维修

商报讯（记者 梁兰）当前，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电动车以其方便快捷、经济实惠
和环保等特点深受广大“上班族”的青睐，
逐步成为继公共交通、家庭汽车和自行车
之外的又一大交通工具。但伴随着其数量
的激增，电动车引起的各类火灾事故多发，

“飞线充电”“进楼入户”等违法违规行为是
住宅小区安全管理的顽瘴痼疾，存在极大
的消防安全隐患。为有效预防和减少电动
车火灾事故的发生，拉萨市各级消防部门
多措并举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
合治理工作。

11月 15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消防救援
大队在对辖区日月湖水景花园小区、人和汽
配汽贸市场等场所进行检查时发现，有居民
将电线顺着墙体从自家窗口拉到一楼，并通
过简单连接捆绑后就给电动车充起了电。

“这种‘飞线充电’违法行为大多存在

于老旧小区。其原因有三方面：小区建设
年代较早，没有专门的电动车集中充电设
施；居民安全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认
为事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集中充电设
施不足，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堆龙德庆区
消防救援大队二级指挥员嘎玛伟色告诉
记者。

嘎玛伟色介绍，堆龙德庆区通过设置电
动车相关消防安全知识展板，推广建设电动
车集中式充电棚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配备
消防器材，部门联动多频次开展电动车综合
治理等措施，目前辖区内“飞线充电”“进楼入
户”等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逐步实现了
电动自行车充电、停放有序规范。

检查过程中，堆龙德庆区消防救援大
队重点检查了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是否规
范、停车棚设置充电区域电气线路是否按
规定铺设、是否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等情

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电动车乱停乱放占
用疏散通道、私拉乱接电线、违规充电等安
全隐患问题，立即进行了当场整改，并要求
小区物业、社会单位加强对居民电动车停
放、充电的管理，加大日常检查巡查频次，
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停放电动车及私拉电
线行为。

嘎玛伟色说，今年以来，针对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充电，堆龙德庆区消防救援大队对
辖区社会单位、居民小区开展检查268次，发
现隐患78处，目前均已整改完毕。检查之
余，检查组还指导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社会单
位加强电动车集中停放管理、日常值班巡查、
规范充电等措施，引导住户养成文明习惯，切
实提高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领域全链条管控工
作，近年来，拉萨各级消防部门联合公安、应

急、电力、市场监管等部门定期深入城中村、
居民自建房、集体公寓、群租房等区域（场所）
开展电动车停放专项整治工作，对存在隐患
的单位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整改责任
人，建立专项检查台账。借助高层楼长、物业
管理人员以及微型消防站队员等力量，在辖
区内对企业、小区的楼道、地下车库（棚）以及

“三合一”等重点场所展开拉网式排查，及时
将查出的隐患记录在册，确保火灾隐患整改
到位。

下一步，拉萨各级消防部门将积极推动
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电动自行车销售环
节的监督管理，指导、会同公安派出所加强对
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停放场所的消防安全
检查，强化火、电、油、气管理。同时督促物业
服务企业、居委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有条件
的建立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加强住宅区电动
自行车停放和充电管理。

注意了，拉萨消防严查“飞线充电”行为

回应

工作人员在维修自来水管道。图由拉萨市自来水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