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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高档小区
竟藏多家“民宿”
物业已发通知
要求立即停止租赁

如今，外出旅游，不少游客会选择入住
民宿。最近，住在东部新城某高档小区的业
主王先生心情有点糟，他们发现小区出现了
不少“民宿”，还有很多陌生人进出。

事情还要从前几天业主群里的吐槽说起。有业
主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楼下的一家住户很吵，
有时候半夜还有很大声音，而且经常有陌生人进
出。“由于我们这里是两梯两户，平时都是电梯上下，
和邻居也不是很熟悉，我们只好通过物业来协商解
决。”业主王先生发现楼下的住户近期似乎更换频
繁，看起来不太像正常的租客。他上网一查，证实了
自己的猜测，自己楼下竟是一间“民宿”。而且这样
的情况，在该小区还不止一家。

记者通过业主提供的信息，在不同网络平台上
搜索发现，确实有好几家“民宿”定位都在该小区，而
且面积都不小，可以入住的人员最多达到8人，每晚
的价格也不低，将近700元。不过，目前，这些房源
已经不可预定，处于下架状态。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5月
22日，记者来到该小区。“我们最
近接到了业主的反映，小区里某
些单元比较嘈杂，进出人员比较
多，影响了其他业主的正常休息，
为此我们也进行了调查。”物业相
关负责人郑经理告诉记者，经过
他们的初步核查，已经确定有两
个单元被用作“民宿”，并且在网
络上出租。其他疑似开办“民宿”
的还有几家，他们已经在和业主

沟通，进一步确认信息。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

些房屋都是业主租出去的，二房
东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改造
成‘民宿’对外营业。”郑经理说，
接到投诉之后，他们已经第一时
间和业主取得了联系，要求他们
自行和二房东沟通，马上停止营
业，对营业的“民宿”进行清退。

此外，5月21日晚，小区物
业还下发了关于禁止在小区内

开设“民宿”的通知。通知要求
立即停止租赁，禁止“民宿”住客
进入小区，同时加强排查，杜绝
类似情况的发生。

记者了解到，根据民法典第二
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居民区业主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若业主希
望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除遵
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还应
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记者通过搜索发现，该小区
里开设“民宿”，并不是最近才发
生的，在网络平台的点评中，最早
一条留言时间在2023年5月。按
时间来算，开设已有一年。

那么，为什么物业一直没有
发现这个问题呢？

对此，郑经理表示，该小区
大约有业主600户，目前的入住
率在七成左右，其中有不少是投
资业主。“我们小区也算比较高
档，面积也比较大。”郑经理说，
这里的单元外表几乎一样，开办

“民宿”的房屋没有挂任何招牌，
外人很难发现，再加上平时小区
入住率也不高，因此没有造成太

大影响。
据他们初步调查，这些开“民

宿”的二房东，会事先和客户约定
一个地方放置门禁卡，随后，对方
刷卡进入小区、电梯，再用密码开
锁，一般情况下，保安和物业也不
容易察觉。之前，他们也接到了几
起投诉，反映部分单元比较嘈杂，
人员进出比较频繁，他们劝阻后就
平息了。“现在情况比较突出，可能
和‘五一’假期生意比较好有关。”
为此，物业进行了彻查，这才发现
了存在经营“民宿”的情况。

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韩志清律师认为，住宅小区里
办“民宿”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性问题，陌
生人员频繁出入小区，会增加安
全隐患，也不利于小区管理；其
次，小区的公共资源比如停车
位、电梯等也会出现使用紧张、
过度损耗的现象；再者，此类现
象往往伴随着的是邻里关系的
恶化，出现各类矛盾纠纷。此
外，网络平台也应该加强事先监
管和甄别，从源头上杜绝把普通
住宅改成“民宿”的做法。作为
业主，也不能做甩手掌柜，一旦
租给二房东就不再过问，应该对
出租房产的用途进行明确，避免
因为功能改变而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 记者 毛雷君

业主投诉
有人在高档小区里办“民宿”

物业行动 已发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租赁

律师观点 房子出租后，业主不能做甩手掌柜

（一）
崔建明的硬气，离不开他在部队的

锻造。
1980年，连续三年体检合格后，他

如愿入伍，“对我们那代年轻人来说，当
兵很吃香，既能保家卫国圆英雄梦，个人
发展又有前途。”

一群血气方刚、奔着“有出息”的目
标走到一起的年轻人，个个都想进步，个
个不甘落后，想要脱颖而出，只能更加卖
力。“一方面要多动脑子，一方面要不怕
辛苦。”对崔建明来说，每晚9点吹响的
熄灯号就是他加练的“冲锋号”。

正是因为这份刻苦，他在为期三个月
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被选送到师教导大队
集训，8个月后回到连队，当了班长。

不仅如此，他在部队时还获得“神枪
手”的称号。400米半自动步枪射击，他
几乎每发子弹都能正中靶心。

做人要“有出息”，做事要“肯吃
苦”。1984年，崔建明退役时，这两种气
质就像那段经历一样，成为他身上无法
抹去的宝贵烙印。

（二）
崔建明的硬气，在企业面临“灭顶之

灾”时让人格外敬佩。
离开部队后，他被分配到乡政府工

作，负责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当时也干
得小有名气。”

时逢改革浪潮席卷而来，旧城改造、
下海创业……新事物层出不穷，尽管在
工作中难免遇到新问题、新矛盾，但他还
是从中发现了一些机会——

1997年，他拿出5万元，又向亲朋
好友东拼西凑了30万元，从一个上海

老板手中买下宁波市镇海凤胜冰箱配
件厂。

该厂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宁波凤凰冰
箱厂的专供配件厂。受企业改制影响，
凤凰冰箱厂倒闭，该厂也陷入没有订单
的绝境。他接手时，厂里只剩下两个年
纪加起来超过百岁的员工。

如何让一家濒临破产的厂起死回
生，是摆在崔建明这个门外汉面前的一
道难题，“说实话，当时我对磁性门封一
无所知，甚至连内六角（螺钉）和外六角
（螺钉）都分不清楚。”

有人“提点”他，不妨跟某些同行学，
用比较便宜的原材料来降低成本。冰箱
磁性门封用到的材料，需要满足无毒、无
味、耐寒、防霉和抗老化等指标。不符合
标准的有害材料每吨只要几千元，达标
的食品级材料，每吨要12000元左右。

“冰箱磁性门封事关人命，挣这个
钱，我良心过不去！”崔建明的话掷地有
声。但也正因为这句话，他付出了“年利
润大幅减少”的代价。

一边通过开展冰箱售后维修业务来
维持生计，一边四处寻找机会。差不多
用了两年半，他的生意才渐渐有了起色。

举步维艰之际，有没有想过放弃？
“我原来连榔头也不会敲，那多敲几

次也就敲好了。就像毛主席说的，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正是凭着这股敢拼的硬气，崔建明
在冰箱磁性门封这一细分领域做到了行
业顶尖，先后与星星、海尔、海信、美的、
格力等知名品牌直接或间接签订合作协
议，并在台州、安徽等地开设分厂。

2016年，崔建明创建宁波巨美新材
料有限公司，新厂房建筑面积约8000平
方米，用以研发更环保、更耐用的冰箱门

封材料和加工工艺。
最让崔建明欣慰的，并不是盘活了

这门生意，而是他的硬气被越来越多人
认同和接受。他说，宁波一家冰箱生产
企业的老板，一开始想降低成本，结果吃
了“有毒门封”的亏，花了不少冤枉钱，又
回头找到他，成了他的长期客户。

（三）
崔建明的硬气，是初心不改的积淀。
离开部队多年，他始终没有忘记曾

经的军人身份，也从未忘记“为人民服
务”的使命。企业发展过程中，他像对待
家人一样对待员工，还主动指导员工成
立工会组织，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招聘员
工时，他也会优先考虑退役军人，最多时
厂里有4名员工是退役军人。

2021年，疫情突发，公司产品受原材
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卖出一套亏一套”，
但崔建明还是咬牙坚持，一方面是因为

“答应人家的事一定要做到”，一方面是
为了“员工就业有保障，不能让员工丢饭
碗”，做到停产期间员工工资照发。

2022年5月，镇海区成立关爱退役
军人协会，崔建明任会长，通过加大与金
融、法律、医疗等服务机构的合作，为会
员单位提供全方位保障，实现资源共享
和协同发展。同时，他还组织会员单位
成立关爱基金，专门用于帮扶生活困难
的退役军人。

多年来，他以自己和公司的名义累
计向社会捐款捐物50余万元，并资助多
名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

“这些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现在我有能力为社会
做一些贡献，是应该的。”崔建明坦言。

记者 石承承

“硬骨头”崔建明：不怕业务少，就怕质量差

1997 年，崔建明东拼西凑

35万元，买下濒临破产的宁波

市镇海凤胜冰箱配件厂，更名

为宁波镇海新新冰箱配件厂。

有人“点拨”他用劣质材料生产

冰箱磁性门封来扛过眼前的难

关，却被他一口回绝：“挣这个

钱，我良心过不去！”

凭着一身硬气，崔建明赢

得“质量过硬”的口碑，带着冰

箱配件厂起死回生，并于2016

年创建宁波巨美新材料有限公

司，研发更环保、更耐用的冰箱

门封材料和加工工艺，华丽转

身为“专精特新”企业。

崔建明。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