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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近3年有15户屋顶被风掀翻

“9月2日晚上，我们这里遭遇大风灾
害，连着几家屋顶被掀翻，砸在我们家屋
顶上，打出了一个大洞。”张培国是达川
区渡市镇木头社区居民，据他介绍，这次
风灾中，他家的屋顶虽然没有被风掀翻，
但也遭了殃。

事发后，渡市镇政府立即进行了灾
情统计，当晚共有8户居民房屋屋顶被吹
翻，另有 1户居民屋顶被其他屋顶撞坏，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前，当地还
发生过两次大风吹翻屋顶事件：2022年6
月 16日，6户屋顶被吹翻；2023年 6月 13
日，1户屋顶被吹翻。

渡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代永生介
绍，该镇木头社区 2020 年 9 月实施铁路
沿线环境治理项目之后，每年都有屋顶
被掀翻的案例发生，2022 年 6 月至 2024
年 9月，共有 15户居民的屋顶被掀翻，维
修费用从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

“有几户常年在外打工，听说屋顶被
掀翻了，只能委托在家的亲戚朋友帮忙
维修。”代永生告诉记者，当年的铁路沿

线环境治理项目，包括广场、公厕、路面
等环境打造，也包括居民的屋顶风貌改
造，均由达川区政府出资，被改造的居民
没有出钱。

质疑：
瓦片面积大质量轻，存在安全隐患

“风貌改造的时候，施工单位把原来
的陶土瓦换成了树脂瓦，外观确实好看，
但是这种瓦的重量太轻，瓦片面积也很
大，经不起大风吹。”木头社区居民张培
国认为，如果施工单位选用比较重的树
脂瓦，或者用面积小一些的瓦片，就不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

“事发后，我们找政府反映过。达川
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心回复说，不是
树脂瓦的质量问题，施工也符合要求，屋
顶被吹翻的原因是风太大。”另一位社区
居民杨均告诉记者，9月 2日的风确实比
较大，但他们仍然认为，施工单位用的树
脂瓦存在问题，“因为风貌改造之前，我
们用陶土瓦盖的屋顶，10 多年都没有被
掀翻过”。

“风貌改造用的树脂瓦，长 6 米，宽
1.5米，面积很大，风从缝隙灌进去之后，

瓦的自身重量不够，周边如果没有固定
好，很容易被掀翻，甚至被吹走。”木头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好几位居民
找到居委会和镇政府，提出了补偿损失
的诉求。“具体负责单位是达川区‘五治’

（即治脏、治乱、治尘、治噪、治水）办，补
偿问题需要协调，还没完全解决好。”

回应：
屋顶受损与工程建设质量无关

接到群众反映后，达川区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中心派人前往事发现场，开展
调查核实工作，并及时向受灾群众说明
了情况。该中心回应称，经调查核实，9
月 2日晚，发生风灾，大树、南岳、石梯等
乡镇也有不少自建的农房屋顶被掀翻，
渡市镇木头社区8处屋顶受损，也是此次
风灾所致，与工程建设质量无关。

那么，受灾居民的损失怎么办？该
中心与渡市镇党委、政府商议决定，灾后
修复由渡市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相关
人员现场核定受灾情况，由受灾户先垫
支自行维修，再由渡市镇人民政府将受
灾维修资金需求情况以正式文件上报相
关部门审定，申请灾情补助。

“受灾维修资金将从达川区财政局
拨付到渡市镇，再由渡市镇政府根据之
前的汇总情况，直接把钱打到受灾户的
账户上。”代永生介绍，他们上报了近3年
来的灾情，截至目前，2022年的受灾维修
资金已完成下拨，2023 年的已下拨一部
分，2024年的仍在等待拨付。

□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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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市镇风貌改造后的屋顶“弱不禁风”？
居民：怀疑施工单位偷工减料 回应：系大风灾害所致

“如果不是偷工减料，屋顶怎

么可能被风吹翻？”日前，有群众

投诉称，达成（襄渝）铁路沿线环

境治理项目一标段，政府2020年

9月出资统一改造房屋风貌后，已

发生多起村民房屋屋顶被大风掀

翻的事情。当地一些居民认为，

改造后的屋顶禁不起风吹，怀疑

施工单位用的树脂瓦存在问题。

对此，责任单位回应称系大风灾

害所致，与工程建设质量无关。

目前，当地政府申请的灾情补助

资金，正在逐步拨付。

◀◀村民在风灾后已维修受损的屋顶村民在风灾后已维修受损的屋顶。。（（受受
访者供图访者供图））

▲▲施工单位用的树脂瓦单片面积较大施工单位用的树脂瓦单片面积较大。。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渡市镇改造后的树脂瓦屋顶渡市镇改造后的树脂瓦屋顶。。（（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