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建·檀香山项目的开发商在
垫付了数年的公共水电费、基本物
业运行费以后，彻底无力支撑，已
于今年 4 月 1 日，向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了破产申请。在龙泉街道
办事处积极协助下，该项目已经由
业主在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
自救。

据了解，虽仍有部分业主认为
开发商违背承诺，损害了业主利
益，拒绝缴纳公共用水用电和物业
费，部分业主甚至希望停水停电，
才可让事情尽快解决，于是出现了
业主希望继续停电的现象，但绝大
多数业主希望积极自救。

近期，街道办事处已经组织召
开了数次会议，由部分热心业主负
责收取公共卫生费和公用电费水
费等费用，保证小区的最基本的物
业运转。另外，街道办也跟市中级
人民法院积极配合，联系了破产管
理人。同时，也有了意向中的战略
投资人，有意在破产清算完成后，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和协助下，
完成二期的开发。

因为开发公司的遗留问题很
多，业主住进去就遇到很多麻烦。
首先是没水用，由于没开通自来
水，大家都是用的是工程用水，靠
洒水车拖水。其次，没有进行电表
改造，没实施一户一表，大家用的
是公用电，而这个电费一直由开发
商在垫付。由于开发商资金短缺，
经常出现电费欠缴停电现象。

为了解决物业问题，开发商后
来引进了株洲某知名物业管理公
司进行物业代营。但由于开发商
交房的一系列问题，部分业主以各
种 理 由 拒 绝 缴 纳 物 业 费 和 水 电
费。在开发商无力垫付且拖欠了
物业费的情况下，该物业接手十一
个月后，也退出了。从此，檀香山
就成了没有物业管理的项目。开
发商留下两名工作人员，承接着最
基本的物业服务一直延续至今。
另外，消防水管里一直没水。一旦
发生火灾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有
业主认为，严格意义上说，诚建·檀
香山项目并不具备入住条件。

“诚建·檀香山”项目由株洲
市诚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位于芦淞区龙泉社区，靠近
环线。该项目于 2012 年拿地，
2013年动工。当初由武汉天鹏
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称武汉天
鹏）承建。后来由于监管不力，
建筑款被武汉天鹏挪用，开发商
后来资金链断裂。2015 年，该
项目一期 1、2、3、5 栋主体陆续
完工，在开发商东拼西凑搞钱做

完内部装饰和水电气等配套设
施后，再也无钱办理消防验收和
其他一些手续。业主们也就在
这种没有竣工验收的情况下陆
续搬进去住。如今，4 栋房子
500多户业主中，已有450多户
在没有办理收房手续的情况下
入住。二期的4、6、7栋，在销售
近40%的情况下，只完成了主体
框架，停工几年，变成了彻头彻
尾的烂尾楼。

博爱志愿者
3年提供爱心早餐5万多份

小车逆行与智轨列车抢道
司机被批评教育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昨天，有业主在芦淞区龙
泉社区诚建·檀香山业主群里留言：“停吧，电费又不够了，这次停
久点！”业主期盼自己的小区停电，怎么回事？记者进行了采访。

建筑商挪用工程款致项目烂尾

开发商资金短缺，经常
出现电费欠缴停电现象

业主筹备成立业主委
员会进行自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圆 通讯员 卜妍）因社会车辆、行人
占用公交快速廊道，导致智轨列车无
法顺利通行，甚至造成交通拥堵或引
发交通事故，存在较大的交通隐患。4
月11日，一辆外地红色小车逆行驶入
芦淞区人民南路新华桥至车站路公交
快速廊道。芦淞交警对该违法车辆的
信息进行查询，并联系到违法司机。

违法司机称，自己是外地人对株
洲路况不熟悉，请求交警能体谅，因为
自己已到了湘潭，约好第二天过来处
理。12 日下午该司机到达芦淞交警
二中队接受处罚。交警对其现场进行
了批评教育，考虑到违法司机是外地
人，且认错态度较好，决定从轻处罚。
事后该司机表示：“以后不会再违反交
通规则，为株洲交警的工作点赞。”

自智轨试运行以来，芦淞交警大
队二中队中队长彭帅多次组织警力对
火车站等各个重点通行路段开展清除
整治行动，行动采取定点清理方式，对
违法驶入公交快速廊道的车辆和横穿
智轨专用道的行人进行教育批评及处
罚。此行动及时有效地清除了因违法
驶入、乱穿乱走的行为给出行市民带
来的安全隐患。

交警提醒，公交快速廊道是给公
交车和智轨列车的专用通道，其他社
会车辆进入到该通道的话，对于自身
以及其他车辆都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
患，请各位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
规则，不要图一己之便，影响交通安全
与通畅。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
怡敏 通讯员 言博成 刘铁华）“味道
很好，志愿者很贴心。”4 月 12 日早上
7 时，渌口区渌口镇再就业市场内的
环卫工驿站内，60岁的环卫工人黄建
国正吃着热乎乎的面条，脸上洋溢着
笑容。3年来，驿站提供的免费早餐，
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实惠。

2018 年，在相关部门组织下，该
联合会正式发起成立环卫工驿站，运
营“爱心早餐”项目。博爱志愿者联合
会副会长张满珍介绍，志愿团队从开
始的十几人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人。去
年，第二个“爱心驿站”在向阳北路设
立，为附近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
配送员和周边孤寡老人等提供免费早
餐。驿站运营3年来，从未间断，志愿
者累计服务4000余人次，提供爱心早
餐5万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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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烂尾楼。 记者王晖 摄

业主竟期盼小区停电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张媛 通讯员 颜淑婷）“当当当
……”伴着清脆颇有金属质感的
声响，这个井盖开始一张一合有
节奏地震动起来……没有任何外
力的作用，井盖开始有频率地“跳
起舞来”。4 月 13 日，记者在石峰
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网格员唐娜
的手机里看到了这样一段神奇的
视频。这个怪现象也引发了不少
市民的关注。

这个会“跳舞”的井盖位于北

站路，亿都国际小区对面。记者
赶到时井盖已经不响了，仔细观
察这个井盖，与其他的井盖并没
有太大的区别。

唐娜说：“对面就是居民小
区，井盖会不会突然飞起来对人
造成伤害？希望相关部门引起重
视，避免发生意外。”

因为井内是污水，记者在现
场联系了石峰区市政维护中心。

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查看后介
绍，井内的管道存在压力，井盖

震动的原因或许与管道压力有
关。事发时，上游新民路 2 号泵
站开泵，污水流入污水管后，导
致污水管内的空气集中从松动
井盖排出，从而产生了井盖震动
的问题。

查明原因后，当日下午，石峰
区市政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采取
了临时性保护措施。如果井盖因
压力过大再次松动，他们将会加
开透气孔，避免对居民产生影响。

这个井盖会“跳舞”

这里的调解不是和稀泥

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究竟是怎样“灭
火”？很遗憾，由于近期没有安排纠纷调
解，我们无法现场感受整个过程。刘克平
特意向我们分享了近期成功调解的一个
案例，或许能从中描摹一二。

2019年5月5日，患者刘某因腰背部
疼痛并伴有四肢麻木，前往城区某医院治
疗。经检查，他被诊断为多发脊柱骨质疏
松性骨折、后凸侧弯畸形及椎管狭窄症。

8天后，刘某做了手术，可让人意外的
是，她在术后瘫痪了。

这让患方无法接受，他们随后向医院
提出巨额赔偿。而医院则称自己无过错，
患方是“狮子大开口”。双方拉扯了一年
都没个结果。期间，患方四处告状。

2020 年 9 月 22 日，刘某的家属找到
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

“医疗纠纷调解不是和稀泥，更不是
邻居拉架、遇到纠纷就说‘赔点儿’的那
种，而是要准确把握纠纷形成的原因，分
析谁错谁对、错在哪里、占比多少。“刘克
平说，接到这个烫手的山芋后，他们立即
仔细查看病例资料，征求专家意见，寻找
双方的争议点。

很快，争议点明晰了。
患方认为：手术期间，医生为刘某做

完三节脊水泥灌注后，患者明确表示无法
耐受。医生却继续手术，导致患者椎管内
血管破裂出血、压迫神经，引发下肢瘫痪。

医方坚称：刘某本就是血透、乳腺癌
患者，原生病情严重，其手术过程符合规
定。

怎么定责？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找
来了其他医院的医学专家“会诊”。

“会诊”结果是，医方的手术拟定有欠
缺，存在过错。

责任明晰了，紧接着就是谈赔偿。专
家建议医院参照伤残等级来赔偿。经调
解，医方同意一次性补偿20万元，患者则
协助医方办理医保手续。

原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可调解书还没
签订，患方又反悔了。原来，他们觉得患
者出院后还要请护工，这笔钱需自费，20
万赔偿金远远不够。

第一次谈好的条款就此被推翻，患方
改口要 65 万。随后，还在网上发文“求
助”，并拨打市长热线投诉。

“这就像是一场拉锯战，冷不丁就因
一点小事谈崩。”刘克平感叹道，医疗纠纷
少则需要调解三四次，多则八九次，有时
还得来回折腾大半年。

谈崩了怎么办？接着来。由于患者
家属在外地工作，调解员只能一次次通过
电话、微信等与他们沟通，摆事实、讲道
理。

“别讲了，你们和院方就是一伙的。”
有时，情绪激动的家属还会“吐槽”调解
员。

所幸，经过近 2 个月的沟通，2020 年
12 月 30 日，患者家属终于同意来株开展
第二次调解。最终，医方赔偿了患方31.8
万元。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结束。

“个中辛酸虽有很多，但每一次看到
双方握手言和就让我们感觉值得！”刘克
平介绍，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市医疗纠
纷调处中心共接待调解案件955起，受理
和启动调解程序 793 起，调解成功 633
起，协议赔偿金额 3139余万元。

正在交谈时，65岁的邹声主
匆匆从家中赶到市医疗纠纷调
处中心，他今天的任务是出具一
份调解书。

邹声主加入市医疗纠纷调
处中心不到半年。他是一名退
休法官，曾供职于荷塘区人民法
院，有30余年的从业经历。

“老邹虽是‘新手’，战绩却
不错，已成功调解了6、7件医疗
纠纷。”刘克平立马向我们强力
推荐起这名“爱将”。

邹声主的加入源于市医疗
纠纷调处中心在去年底进行的
一次“大换血”。

2020 年 12 月，市医疗纠纷

调处中心“刀刃向内”，开始自我
革新。他们将原有的几名大龄
调解员全部解聘，重新招收了一
批从事过律师、法官、司法鉴定
等工作且相对年轻的调解员。
他们还通过市司法局和市卫健
委联合下文，在全市市直医院选
拔了 75 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
的“大咖”，组成医学专家库，借
助他们的专业力量，让医疗纠纷
的调解更精准、更有说服力。

在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干
了 10 年，刘克平明显感受到了
工作中的一些微妙变化。

“随着近年来公安机关对医
闹的强力打击，如今，医闹几乎

消声匿迹。过去，主要是医院找
我们帮忙调解，现在则多半是患
者上门求助。”刘克平说，越来越
多的医疗机构现在更愿意走司
法程序，而患方则想“私了”。

患方为什么不愿意走诉讼
程序？

“打官司，普通人耗不起。”
在基层法院干了 30 多年，邹声
主一语中的。

他告诉我们，一起医疗纠纷
如果走诉讼程序最快也要一年，
常常要经历二审。除了时间跨
度长，患方还要请律师、搜集证
据等，费钱又费心。

4 月 12 日上午 9 时，春雨绵
绵，在原市公安局大院内，我们
走进偏安一隅的市医疗纠纷调
处中心。没有想象中的冷清，这
里不时有人手持资料上门咨询。

在来访登记室，墙上张贴了
接待咨询制度、申请人需提交的
材料、调解告知等，医院、患方可
凭此读懂调处医疗纠纷的所有
流程。

“我老公上午精神还很好，下
午人就没了，这家医院太过分！”

刚走进调解室，我们就看到
一名50岁左右的女子激动得站
了起来，用力地拍打桌面。

该女子控诉，一个月前，她
的丈夫因病住进我市某家医
院。不料，丈夫在住院期间突发

肺栓塞，而医护人员未及时施救
导致悲剧发生。

“医院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
况下就办理了出院手续，你们要
为我们讨回公道……”女子细数
着医院的“罪状”，越说越激动。

“先别急，喝口茶，有话慢慢
说。”内勤兼调解员周曙莲一边
翻看病例资料，一边轻言安抚家
属。

几分钟后，女子终于冷静下
来。

“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我们
会尽快联系医院和专家，你们回
家等通知。”仔细查看了资料是
否齐全后，周曙莲如是回复。

这样的画面，几乎每天都在
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上演，这里

已成为患者和家属情绪发泄处。
过去，要解决医疗纠纷一般

有三条路：一是双方自行协商，
但由于医患缺乏信任，很容易激
化矛盾；二是卫生行政机关调
解，但患者又容易认为是“医医
相护”；三是司法诉讼，但诉讼成
本高、周期也很长。

“三条路都不好走。患者及
家属常常对医疗纠纷有‘不闹不
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误
解，于是职业医闹便有了兴风作
浪的机会。”市医疗纠纷调处中
心副主任刘克平告诉我们，2011
年1月25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作为第三方调解平台的市医
疗纠纷调处中心诞生了，成为解
决医患纠纷的第四条路。

10年间，解了633起“医患结”

这个医患纠纷“消防队”
是这样工作的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琼 实习生 陈俞汐

“都是他们的错，你要帮我们讨公道！”患方控诉。
“他们是狮子大开口……”医方申辩。
在株洲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这样充满火药味的对话经常出现。成立10年来，这个被喻为医患纠纷“消防队”

的机构确实灭了不少“火”。截至去年底，它已受理和启动调解程序793起，调解成功633起，调解成功率达79.8%。
作为独立于医院、司法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它如何解开医患“心结”？近日，记者走进这里，为您揭秘。

成员个个都是“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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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医疗纠纷调解现场。 受访者 供图

患者和家属情绪发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