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7.19 星期四

本版编辑：明 慧 Email：cityweekly2001@126.com 热线：（010）56805152
06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截至6月底，全国棚
户区改造已开工363
万套，已占今年目标
任务的 62.5%。住
建部未来将在加大
棚改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的同时，依
法依规控制棚改成
本，严禁违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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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 杜园春 陈子祎

随着毕业季结束，新一批

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加入了城市

租房大军，租房市场又迎来了

一次“小高峰”。不过租房中

的种种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中介随意违反合同约定、房屋

随意隔断出租、变相乱收费

等。那么，年轻人在租房时遇

到了哪些乱象？如何规范租房

市场？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

名现在在租房居住的年轻人

(18～35周岁)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82.1%的受访年轻人坦言

租房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压力

大。20.7%的受访年轻人称每

月房租占其月收入的一半及以

上。中介或二房东乱加价

(53.4% )、房屋设施维修困难

(44.1%)和网上租房信息真假难

辨(41.0%)被受访年轻人认为是

租房市场三大乱象。93.3%的

受访年轻人希望降低公租房门

槛让更多青年受惠，57.9%的受

访年轻人希望政府牵头搭建租

房平台。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年轻

人中，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占

34.1%，二线城市的占 47.3%，

三四线城市的占 16.2%，城

镇或县城的占 2.3%，农村的

占0.2%。

月租费占收入一半以上

24岁的南京咖啡培训师陈

培真(化名)租了一间公寓，房租

要花去他每月收入的1/4。“南

京作为‘新一线城市’，房租较

高，有些公司不为员工缴纳公

积金，这导致年轻人的租房压

力比较大。”陈培真说，由于房

租花掉过多收入，他身边很多

刚工作的年轻人没办法在其他

方面给自己做投资。

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员工

阮筠(化名)一直和朋友合租两

室一厅，每月房租占了她几乎

一半的收入。“最近两年房租涨

得飞快，超过工资涨幅。”阮筠

介绍，2015年她租一间卧室要

2300元，现在已经涨到3500元

了。“我平时社交、吃穿也要花

钱，基本一个月剩不下多少钱，

是‘月光族’无疑了。”

调查显示，20.7%的受访年

轻人称每月房租占其月收入的

一半及以上，其中16.3%的受访

年轻人为1/2，4.1%的受访年轻

人为2/3及以上，0.3%的受访

年轻人表示房租超过自己月收

入。55.5%的受访年轻人每月

房租占其月收入的1/3，23.8%

的受访年轻人每月房租占其月

收入的1/4及以下。

调查中，82.1%的受访年轻

人坦言房租给自己带来的经济

压力大，其中22.2%的受访年轻

人直言非常大。

陈培真最近一直在找租房

房源，“可很多次打电话过去或

实地看房会发现与网上描述相

差甚远，虚假房源太多，而且中

介收取的中介费用大都为一个

月的房租，要价太高了。”

在深圳从事营销工作的

刘香(化名)表示，整租往往比较

贵，但她身边很多人又不愿意

合租，很难找到满意的房子。

“我身边有朋友曾被临时通知

搬出，还遇上过中介和房东随

意加价，很气愤。”

“我曾经通过‘黑中介’找

房，说是不收中介费，但各种名

义的费用不断，房屋设施坏了

也从不管维修。”阮筠说，她的

一个同学曾遇到中介坐地起价

的情况，“对方一听说她决定要

租，立刻以有人先定下为由，将

月租金涨了300元，说是为了

‘方便争取房源’。”

年轻人租房时遇到过哪些

问题？调查显示，中介或二房

东乱加钱(53.4%)，房屋设施维

修困难(44.1%)和网上租房信息

真假难辨(41.0%)被受访年轻人

认为是租房市场三大乱象，其

他问题还有：租金高(34.9%)，合

租人信息不明(31.4%)，找房时

间、经济成本高(27.3%)，房屋装

修劣质，有害健康(25.2%)，黑中

介泛滥，房源没保障(24.7%)，对

短租租户不友好(22.0%)以及中

介或房东不守合约临时要求搬

出(17.0%)等。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胡志刚表示，今年以来，全国房

地产市场面临着转型。“十九大

报告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各地政府也在大

力发展租赁市场。”胡志刚说，

目前房屋租赁方面的法律法规

不健全，使得承租人的合法权

益有时得不到保障，住在房子

里面没有稳定感。

希望降低公租房门槛

如何减轻年轻人的租房压

力？调查中，93.3%的受访年轻

人希望降低公租房门槛让更多

青年受惠。

“现在各地都在推公租

房。希望能够适当降低公租房

在年龄、收入等方面的门槛，同

时简化证明材料、申请过程，加

快审批进度，为刚毕业大学生、

低收入群体以及稳定就业的外

来务工人员等人群提供便利。”

阮筠说。

23岁的北京互联网行业员

工曹雨(化名)希望，用人单位能

够普及“住房补贴”这项福利，

政府出台专门法律法规保障员

工切实享有这项福利。

阮筠希望政府加大对租房

市场的管理力度，保障承租人

的合法权益，及时处理承租人

的举报，对违法的房东和中介

进行严惩。

要减轻年轻人租房压力，

57.9%的受访年轻人希望政府

牵头搭建租房平台，53.0%的受

访年轻人希望增加住房公积金

对租房的支持力度，51.7%的受

访年轻人希望加强租房市场监

管，打击严惩黑中介。其他还

有：适当提高职工租房补贴

(45.7%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36.7%)，设置便捷租房举报维

权渠道，及时处理(24.0%)。

胡志刚认为，应加快房屋

租赁方面法律法规的修改，明

确承租人在租房期间的一些

权益，让年轻人住在租住的房

子里与住在买的房子里一样有

保障。

他还指出，目前房屋租

赁市场看起来房源不足，但

其实有大量的存量房、空置

房，政府应出台政策，比如减

免租赁税等，调动人们出租房

屋的积极性，向市场提供更多

的租赁房源。“有些三四线城

市空置房不是很多，就需要政

府加大对租赁房的投入，在土

地供应这方面也要有意识地

向租赁倾斜，拿出土地来建设

租赁房。为了降低成本，我认

为可选择城市周边一些交通

比较方便的集体土地来建

房。政府的财政资源，金融、

保险等相关政策也应向租赁

市场倾斜。”

□ 梁 倩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以

下简称住建部）召开棚户区改

造工作吹风会时指出，截至6

月底，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

363万套，已占今年目标任务

的62.5%。未来将在加大棚改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

时，依法依规控制棚改成本，严

禁违规支出。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棚改落地方式对于商品住房库

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

地方，将采取新建棚改安置房

的方式；商品住房库存量较大

的地方，则可以继续推进棚改

货币化安置。

上述负责人表示，各地应

当及早开工新建项目，加快建

设续建项目，加大棚改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做到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与棚改安置

住房同步规划、同步报批、同

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严格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让更多困难

群众早日“出棚进楼”，住得放

心、舒心。

但上述负责人同时表示，

棚改要依法依规控制成本。具

体来看，各地要坚持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切实评

估论证财政承受能力，不搞一

刀切、不层层下指标、不盲目举

债铺摊子，进一步合理界定和

把握棚改的标准和范围，重点

攻坚改造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

户区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棚

户区。

而对于棚改货币化安置，

上述负责人表示，商品住房库

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

地方，应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

棚改安置政策，采取新建棚改

安置房的方式；商品住房库存

量较大的地方，可以继续推进

棚改货币化安置。

事实上，棚改货币化安置

调整工作早已开始。据介绍，

2016年以来，一些地方在房地

产市场发生变化、商品住房库

存不多的情况下，没有针对

性地及时调整完善政策，棚

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仍偏高。

因此，住建部通过召开会议

等方式，督促这些商品住房

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

的市县，及时调整棚改安置

政策。

其中，2017 年 8 月，住建

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申报2018年棚户区

改造计划任务的通知》明确，

商品住宅消化周期在15个月

以下的市县，应控制棚改货币

化安置比例，更多采取新建安

置房的方式；同年11月，住建

部会同国开行、农业发展银行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

改造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

进一步明确，对商品住房库存

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地

方，仍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的

2018年新开工棚改项目，开发

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棚改专项

贷款不予支持。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认为，货币化安置逐渐收紧已

是大势所趋。货币化安置造成

了大量的购房需求，而部分城

市的库存不足，这些需求放大

了购房紧张情绪。必须明确的

是，棚改的数量将减少，这是

2018年的政策要求。

□ 李洁琼

近日，全国多地遭遇暴雨

侵袭，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应对，

其中不乏一些治理好办法。比

如，昆明实行的“淹水责任人

制”，有效缓解了“发现淹水不

知道该找谁”问题，解了不少市

民的燃眉之急。

只是，办法虽好，用起来问

题也不少。比如，“淹水找责任

人”目前还未成为大多数市民

习惯的做法。有媒体报道，昆

明市民通过“昆明 12345 市长

热线”微博公开反映淹水情况

的，短时间内就有 10 条之多，

这还不包括在微博后台反映情

况的。相比之下，淹水点责任

人近两个月只接到 20 多个反

映淹水的电话。可见，市民更

倾向于直接找市长热线这类相

对传统的办事窗口反映问题，

而非遇到淹水找相关责任人。

原因何在？从媒体报道中

不难发现，有的市民并非不愿

意去找相关责任人，只是不知

道上哪儿去找，怎么去找，甚至

还有市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解

决问题的途径。可见，好办法

要真正实现行之有效，必须推

而广之，严抓落实。与此同时，

这也对相关责任人提出了更高

要求，确保其能将责任落实到

位：要与责任范围内的市民保

持紧密的联系，及时了解民情，

保持手机畅通，能随叫随到等。

同样的道理，不只适用于城

市防汛方面。观察近年来其他

各领域的建设情况，凡是成绩显

著的地方或者部门，往往都能将

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相反，一些

不良事件背后，则普遍存在主体

责任付之阙如的问题。可见，在

处理一些问题时，能提出好的办

法，设立相关责任人只是第一

步，切实让相关责任人负起责任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期待城市防汛好办法

推而广之，让城市不再“年年雨

季年年淹”。同时，也期待其他

领域出现的好办法也能被落实

到位。

本报讯 浙江杭州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通

知，规范改进杭州市住房公积

金提取政策，其中明确职工异

地购房不得提取公积金，“假离

婚”购房提取公积金将被严查。

根据通知，杭州住房公积

金重点支持职工在缴存地或户

籍地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

套改善型住房提取住房公积

金，职工在非本市及非户籍地

购房及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的，

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

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

系购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

住房、非配偶或非直系亲属共

同购房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将严格审核住房消费行为

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通知同时明确，对符合租

赁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每年可

提取一次，提取限额不超过12

个月。对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缴存职工，将记载其失信记

录，加强失信监管，实施联合惩

戒，3年内不得申请住房公积

金提取和贷款。

（马 剑）

公租房门槛盼降低 租房平台盼搭建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近日调查显示，82.1%受访年轻人坦言租房给自己带来的

经济压力大，93.3%的受访年轻人希望降低公租房门槛让更多青年受惠

住建部近日要求各地进一步合理界定和把握棚改的标准和范围，重点攻坚
改造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棚户区

依法依规控制棚改成本 严禁违规支出

城市防汛 好办法须推而广之

本报讯 中国劳动和社会

保障科学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业产

业规模继续扩大，连续保持了

20%以上的年增长率。

《报告》指出，随着我国家

政服务行业政策密集出台，家

政服务行业规范化和职业化建

设成效明显，从业人员技能水平

有了较大提高。2016年，我国家

政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2500万

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3.3%。

家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

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

来越细。《报告》指出，近年来，

以“互联网+”和连锁经营为代

表的新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对

家政服务业产生了重要影

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具备

了购买社会化家政服务的条

件，家政服务业正在迅速释放

巨大需求。随着老龄化的快

速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

施，养老看护和母婴护理等家

政服务业主要业态未来将保持

快速增长的态势。

（韩秉志）

家政服务业连续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
以“互联网+”和连锁经营新模式涌现

异 地 购 房 不 得 提 取 公 积 金
杭州发布通知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

红嫂家乡志红嫂家乡志愿者在行动愿者在行动
“牢记宗旨、一心为民、志愿服务、奉献社区”。近日，山东

沂南县驻京流动党员党委携手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煤市

街东社区党委建立“党建+社区志愿服务”模式，全面启动党

员志愿者服务活动。沂南县驻京流动党员党委书记郭兴友、

北京市西城区煤市街东社区党委书记方敏带领40余名党员

志愿者身穿志愿者红马甲，手提清洁桶，在大栅栏街道擦洗

护栏，清洁路牌，冒着小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共

擦洗护栏200余米，主次干道沿街隔离护栏干净整洁，辖区卫

生面貌焕然一新。 郭幸福 郭家辉 摄

夏游喀什夏游喀什老城老城
盛夏，新疆喀什老城瓜

果飘香，茶香四溢。游人穿

梭在迂回的巷道中，体味老

城独特的风土人情，别有一

番韵味。图为一位喀什老城

居民在坎土曼巴扎的街道旁

弹着乐器。

新华社记者 赵 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