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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金
凤区某售楼部
销售顾问正在向
购房者介绍楼
盘布局和规划 。

银川市一新建小区楼栋间距大、采光好。

利好政策“上新”，房地产市场几多期待
本报记者 姜 璐 王 瑞 马雨馨 文/图

编者按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为促

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进
一步充实房地产政策“工具箱”，打出一套政策“组
合拳”。

近期，我区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暂行）》（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从严格控制增量、持续优化存量、提高供应
质量等6个方面，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平稳
健康可持续发展。利好政策“上新”后，效果如何？
市场出现什么变化？百姓还有什么新期盼？记者
深入采访中介机构、购房者、房企、相关部门，探
寻助力“百日攻坚战”的宁夏房地产新模式。

“我家的住房面积不算公
摊是 91平方米，我们的计划是
卖掉旧房子，买一套120平方米
到140平方米的改善型房子。老
人这几年身体不好，住到了我们
身边，孩子也长大了，房子太小
不方便。”11月10日，在银川市西
夏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记者遇
到了正在看房的齐先生。

“最近，我们也注意到政府
发布了一系列房地产利好政
策，有很多政策对老百姓来说
挺实用的。其中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和二套住
房等多个政策措施是切实为有
购房需求的居民考虑的。”齐先
生告诉记者，他已看好一套面
积 147平方米、三室一厅两卫
的房型，目前正让中介联系房
主，约时间上门看房。

近日，记者走访银川市部
分房屋中介门店发现，《若干措
施》公布后，买房人、卖房人均
变得积极起来。

记者在兴庆区新华路的一
家房产中介公司了解到，由于
周末看房的人多，挂房出售的
人也多，门店里除了前台负责
守店，其他经纪人都出去跑业
务了。该公司负责人李女士
称：“政策对整个市场的信心提
升有很大帮助。”

10月 28日，银川市召开关
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若干措施新闻发布

会，一套“组合拳”下来，银川市房地产在售
项目来访量、成交量较 9月下旬分别增长
48%和 66%，群众购房意愿逐渐提升，市场
交易活动逐步活跃。

不仅是二手房市场，银川的新房市场对
于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也充满期待。“降
低房贷利率和首付款比例，再加上政府补贴
等政策，对购房者的利好还是很明显的。”
11月 8日，银川市绿城·蘭园小区售楼人员
章军告诉记者，当下，改善住房条件成为购
房者的主要消费动力。

“作为一名‘95后’，我更期待房企推出
具有科技感、更舒适的高品质房子。”当日在
绿城·蘭园小区售楼处，李亮带着未婚妻前
来看房。他认为，对消费者而言，从“住有所
居”到“住有宜居”，改善性需求不仅是居住
面积的增加，更是居住品质的提升。大家不
仅需要更宽敞的居住空间，还希望有完善的
生活配套设施、优质的物业服务、合适的通
勤距离、良好的社区治理等。

11月 10日，在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南泊
湾售楼部，不断有咨询购房事宜的客户前
来了解情况：沙盘前，新客在听取楼盘布
局和规划介绍；洽谈区内，几组客户正与
销售顾问深入讨论；有的在查看户型图，
有的在计算贷款利息……

“我们的项目偏改善型住房，近期客
户购房意愿明显增加，尤其是购房补贴政
策的落地，加快了客户购房的签约速度。”
该项目销售顾问李先生告诉记者，“双 11”
购物黄金期，他们抢抓时机，推出线上优
惠券优惠活动，通过购房减免优惠等方
式积极优化存量商品房，活动反响非常

不错。
在贺兰县正丰海德家园，销售量也有

了明显提升。销售经理杨昊介绍，9月份
以来，楼盘的销量相比之前增长了 30%以
上。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对购房者产生
了积极影响，尤其是贷款政策的调整，降
低了购房门槛和成本，使得部分观望的消
费者开始考虑购房。

“购房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带来实实
在在的优惠，对销量和消费者意愿有较大
带动作用。”杨昊说，新政策实施后，为积
极响应优化存量房号召，除了政府每平方
米 200元的补贴外，他们也提供了同等额

度的反向补贴，购房者每平方米可享受
400元的优惠，单项补贴不超过3万元。

此外，海德家园正在探索新的销售模
式，如团购、以旧换新等，以加快库存消化速
度。杨昊介绍，以“以旧换新”为例，为鼓励
消费者购房换新，海德家园为购房者提供二
手房出售协助服务，并提供一个月售房缓冲
期，如购房者到期旧房未售出，全额退还认
购金，换新成功则可享受额外优惠。

“‘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融
资门槛降低后，我们有更高意愿去拿优质
地块来开发低容积率高绿化率的住宅项
目。”杨昊说。

《若干措施》出台后，住建部门将如何
持续推动政策取得更大效果？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管
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国家和自治
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地落实，全区
房地产市场得到明显修复，在持续调整
中显现向好趋势。截至 11月 10日，新建
商 品 房 备 案 套 数 2325 套 ，同 比 增 长
61.35%，环比增长 49.61%。销售面积
28.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9.3%，环比增
长 55.2%。销售金额 16.8亿元，同比增长
60.5%，环比增长 37.8%。其中，银川市
销售套数、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分别占全
区的 58.1%、57.2%、60.4%，政策出台落地
后销售套数、销售面积、销售金额明显提
升。近期，银川市、吴忠市、固原市也分别
出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平稳健
康发展的“12条”“24条”“9条”具体措施，
其他市县（区）正在抓紧制定出台配套政
策，努力通过全区“一盘棋”促进房地产市
场止跌回稳。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政策

落地，指导督促各地在用好存量政策的同
时，注重增量政策落地，因城施策取消购
买、转让、信贷、定价等方面的限制性措
施，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标准。
发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作用，推
动更多合规房地产项目进入“白名单”，
落实存量房贷利率和公积金支持政策，
减轻房企和购房人负担。同时，指导各
地住建部门和房地产协会，搭建“政府+
企业”促销平台，开展“百城千企促销”

“方便看房”等活动，组织房地产企业进工
厂、进企业开展“团购”。鼓励持续开展

“以旧换新”给予购房补贴、家装厨卫“焕
新”等促销活动，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促
进智能家居消费。

“住建部门将扎实做好保交楼、保交
房工作，一手抓服务，一手抓监管，坚决打
击操纵价格、扰乱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快出台支持‘好房子’建设具体措施，坚
持高品质住宅建设导向，建设一批绿色、
低碳、智能、安全的‘好房子’，进一步激活
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该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为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
需求，银川市计划收购 1万套保障房，解决
近 3万人的住房问题。银川市住建局保障
科科长张新纪介绍，自收购工作开展以
来，市住建局连续发布两批房源征集公
告，征集范围覆盖全市。目前共征集项目
45个，3334套、105.16万平方米。经审核，
符合收购条件的项目有 25 个，3295 套、
29.87万平方米。银川宜佳住宅建设服务
有限公司与宁夏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达成朱雀公寓、建博花园项目
收购签约，收购的 620套、5.12万平方米将
转化用作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该负责人表示，银川将加快完善配
套政策制定，尽快出台资金监管办法、
配售实施细则等政策，推动贷款贴息政
策尽快落地实施，全力以赴做好收购项
目政策支持工作。同时探索政府资产注
入等形式，解决企业项目资本金问题，研
究年底前能达到竣工交付条件的商品房
纳入收购范围的可行性，确保收购任务按
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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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门 房地产市场呈现向好趋势

N 微语观潮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没
有捷径可走、没有魔法可施，唯
有孜孜不倦地提高产品品质，精
心呵护品牌，敏锐把握市场变
化，在特色、优势上下足功夫，在
新技术、新工艺上不断发力，在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
供应链上广用实招，才能让更多
“特色”走向市场、赢得竞争。

N 第三只眼

近日，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老
字号企业品牌提升培训活动在银川市
开班，邀请来自全国的 9 名导师帮助
老字号企业淬炼创新传承“内功”，进
一步提升我区企业品牌市场竞争力。

历经市场大浪淘沙的老字号品
牌，是数代人传承锤炼出来的商业精
华，承载着丰富的生活记忆。在衣食
住行的选择上，只要和老字号沾边，老
百姓心里就会多一些信任和认可。不
可否认，随着时代变迁，有些老字号也
失去了曾经的辉煌、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究其原因，还是经营理念落伍、生
产手段落后、创新能力不足、消费体验
较差等问题。

优胜劣汰是基本的市场法则，传

承创新才是应对“王道”。在新的消费
潮流下，老字号企业要想闯出一片新
天地，还须守正创新、革故鼎新，既要
守住一脉相承的品质和本心，保证
老手艺、老产品不失传、不失真、不
变 味 ，也 要 摈 弃 固 化 思 维 、洞 察 市
场需求，通过跨界联名、多元营销、
创 新 产 品 等 方 式 打 造 独 特 的 品 牌
形 象 、激 发 新 的 消 费 热 点 ，在 新 的
时代焕发新生机、散发新魅力。回
过 头 来 再 看 此 次 老 字 号 企 业 品 牌
提 升 培 训 活 动 ，是 种 鼓励，又何尝
不是一种鞭策，意在提醒老字号企
业只有不满足于吃老本，把“守老”与

“出新”结合起来，才能持续焕发光
彩、赢得市场。

既需“守老”也要“出新”
赵 慧

“除了阅海万家 G2区东门，还协
调阅海万家阅欣停车场、通福路停车
场等空地设置便民潮汐市场，引导480
个流动摊贩入市，满足群众、商户的购
销需求。”今年银川市金凤区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采取“疏堵结合”的
办法，利用空置场所设立潮汐市场、创
业点和瓜果蔬菜销售点千余个，疏导
流动摊贩进场入市规范经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作为
城市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潮汐市场
开在家门口，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一应
俱全、物美价廉，不仅大大方便了市民
的日常生活，也为民众灵活就业、增加
收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潮汐市

场在保障民生需求、增加就业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令人诟病的问题。比如，
占道经营，给交通带来安全隐患；市场
周边停车乱象，常被市民吐槽；长久存
在的噪声问题，也令居民不胜其烦。

要让潮汐市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
有序，需要有新思路、新解法，考验城
市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一方面，坚持
为民导向，进一步细化管理，持续用力
解决占道、乱停车等一系列问题，用

“文明风”吹旺市场“烟火气”；另一方
面，不断提升服务温度，努力用更加灵
活、更具温情的细致服务，让市场活起
来、热起来，持续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用“文明风”吹旺市场“烟火气”
孙莉华

据报道，“百日攻坚战”以来，自治
区体育局积极构建“塞上江南 运动宁
夏”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已有 41 项全
国大赛落户宁夏，带动超过 15万人次
来宁旅游消费。

随着“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
赛事赴一座城”受到热捧，体育赛事在
旅游市场上也打出了热度、比出了风
采，既提升了群众身体素质、带动相关
消费，也刷新了人们对城市的原本印
象，展示出城市发展的多彩一面。比
如固原“村 BA”以赛为媒推介宁夏特
产，让乡土文化展现更大魅力；贵州榕
江“村超”神秘多彩的民族文化加上全
民足球氛围，踢出了快乐和纯粹……

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感受的不单
是一场赛事，更是一座城市、一个地方
的底色、气质和风度，带来的不单是流
量和人气，还有提升人们幸福感和获
得感的更多可能性。

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俨然
成为一种新趋势，创造了新的经济增
长点。抢占赛事经济新风口无可厚非，
但进一步看，无论是固原“村BA”，还是
榕江“村超”，之所以能靠体育赛事火出
圈，皆因突出了地域特点、打出了本土
味，也再次证明，只有充分挖掘地方特色
文化和体育元素，让赛事更接地气、更贴
民心，才能激发参与者的热情与动力，
把体育赛事办成地方新名片。

把体育赛事办成地方新名片
沈 琪

不是升学季，却看到这样的消息，
着实让人有些讶异：

11 月 18 日，银川景博学校发布声
明，澄清“近日微信名为‘请叫我马老师’
的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关于银川
景博学校需要从宁夏各地级市招收一
批户籍在银川三区以外的宁夏各市的
成绩优异的学生”乃不实内容。学校已
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并严正声明“从未
与任何机构、任何校内外组织及个人接
触、洽谈、承诺关于解决或买卖入学名
额、借读名额等违法、违规事项”，“请
广大学生、家长不信谣、不传谣，谨防
上当受骗”。

谣言止于公开。景博学校的快速
声明，能很大程度上遏制谣言的传播，
让受到欺骗的家长“及时止损”，让学校
尽可能避开“暗箱操作”的疑云，也再一
次验证了信息公开的力量——当负面
事件出现时，及时有效的发声，要远比
本能地沉默和观望更为有用，也更能抢
占先机、维护公信，遏制不实传言甚至
是恶意谣言漫天乱飞。

事实证明，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或
谣言，唯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才能

回应群众的疑虑恐慌、抚慰公众的焦灼
无助。对这起事件的思考，却不应止步
于公开。

仔细思量，为什么是银川景博学
校？为什么事关景博的招生信息格外
引人关注？为什么会有家长相信这样
一眼即假的“小道消息”……因为，银川
景博学校在大多数银川人眼中是与“好
学校”挂钩的。对他们而言，能进入这

样的学校，孩子的学习就有了一定保
障，面对中考会更有把握，走进心仪的
大学也不无可能，约等于，孩子已经赢
在了起跑线上。所以，面对无良骗子的
拙劣演技，许多家长“宁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剑走偏锋”也想尽可能多地
清扫掉孩子前行道路上的荆棘，让孩子
搭上优质教育的“快班车”。之前银川
外国语学校也发布过类似声明，辟谣某

教育机构承诺的招生考试和宣传，“中
招”家长的心理与此次事件如出一辙。

家长的担忧与期望折射出公众对
于教育公平的渴盼，也从一个侧面印证
了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任重道远。从

“有学上”到“上好学”，这些年从中央到
地方出台的许多措施让改变一目了
然。但实话实说，在优质教育的均衡共
享上，我们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教
育公平的核心在于机会公平，要让更多
孩子公平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既需
要在制度设计上不断完善，通过随机派
位入学、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强弱结合
对口直升、优质教师轮岗轮班等方式，确
保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更需要在实际操作
中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全力
消除可能的寻租空间，还教育领域一片
清明。

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每个家庭时
刻关注的民生大计。只有当每一个孩
子都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到曾经可望不
可即的优质稀缺教育资源，形形色色的
骗子才不会有机可乘，代替学校招生这
样的谣言才不会大行其道。

谣言止于公开更止于公平
严霜剑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
《贺兰菜心何以畅销大湾区》。据文中
报道，跨越近 2300 公里的“广东菜心”
落地宁夏，在贺兰山脚扎下根来，摇身
一变从“外地菜”变成了“本地菜”，以
口感清爽、肉质肥嫩的上乘品质，成为
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走出了
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更作为宁夏冷凉
蔬菜的代表性品种之一，通过冷链运
输被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成为享
誉粤港澳大湾区的名牌产品。目前，
仅在贺兰县，就有 15 个“宁夏菜心”种

植基地，种植面积 2.45 万亩；全区菜心
种植面积超 27 万亩，销售额达 36 亿元
以上。

这条消息乍看似乎没什么新意，毕
竟冷凉蔬菜在我区“六特”产业榜上早
已有名。但仔细看过之后会发现，区
别于本地固有的蔬菜产业，“宁夏菜
心”是通过精耕细作、科学种植、“产地
冷库+冷链运输+分销冷链”模式，将

“港菜”成功变为“宁菜”的崭新产业，
不仅品牌价值日益提升，还有效带动
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更加富有特色，
也为我区进一步建立以“六新六特六
优+N”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开
了新思路。

一直以来，宁夏都有“枸杞之乡”
“滩羊之乡”“马铃薯之乡”之美誉，贺
兰山东麓酿酒葡萄更是品质优良、潜
力无限。近些年，随着全区大力构建

“六新六特六优+N”为支撑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推进特
色产业发展，枸杞、葡萄酒、牛肉、冷凉
蔬菜等产品销售量逆势上扬、破圈出

海，宁夏也因这些特色产业而声名远
播。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方水土养
一方物，宁夏各地风土各异、各有所
长，好物好产业绝不仅仅局限于“六
特”产业之中。此次贺兰山下的“宁夏
菜心”，还有之前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的麻黄山杏子、西吉芹菜、同
心县西瓜、青铜峡糯玉米、下马关平菇
等特色农产品，都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产业发展潜力无限、机遇无限。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做好特色优
势产业是一篇大文章。做活做精这篇
文章的关键，就在于“全面开花”。对
宁夏而言，我们不缺得天独厚的自然
地理优势，有着富有地方特色的物产
品种，多年来的政策扶持也让“六特”
产业在不断提质升级中一步一步走向
更大的市场，一点一点得到更多消费
者的认可。面向未来挖掘培育更为多
样的特色产业格局，我们有经验、有信
心，也有方向。只要立足本地特色、依
靠一方水土、深挖优势所在、各展产业

所长，不断探索、因地制宜培育推动
“六特”产业之外的各路特色产业走上
发展快车道，促进特色产业全链条升
级，才能让更多个“六特”产业之外的

“N”产业立起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让产业发展如春草蔓发，让农民口袋
富起来、乡村靓起来、农业强起来。

“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对我区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提出的要求，蕴含着深深的期
许。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没有捷
径可走、没有魔法可施，唯有孜孜不倦
提高产品品质，精心呵护品牌，敏锐把
握市场变化，在特色、优势上下足功
夫，在新技术、新工艺上不断发力，在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通供应链
上广用实招，才能不断提升产业发展
水平和竞争力，让更多“特色”走向市
场、赢得竞争。

持续发力，让更多“特色”走向市场
尉迟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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