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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方

告别房地产调控政策频繁

出台的2018年，房地产市场从

此前的高温状态逐渐退烧。

2019年1月以来，地方两会陆

续召开，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

进一步明朗，其中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三稳”是大部分

省份明确提及的政策关键方

向，“一城一策”“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成为2019年房地产的关

键词。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调控

将以地方主导，住建部的约谈、

预警将继续影响地方房地产调

控，2018年的多轮多城房地产

巡查在2019年将常态化。

多地强调“三稳”
突出“一城一策”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在2018

年底召开的全国住建工作会议

上提出，坚持因城施策、分类指

导，夯实城市主体责任，加强市

场监测和评价考核，切实把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责任落到

实处。继续保持调控政策的连

续性稳定性，加强房地产市场

供需双向调节，改善住房供应

结构，支持合理自住需求，坚决

遏制投机炒房，强化舆论引导

和预期管理，确保市场稳定。

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继

续深入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

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乱象

专项行动。

延续这一工作要求，近期

多地两会上明确提及“三稳”，

并强调“一城一策”。如福建省

提出，夯实城市主体责任，编制

实施住房发展规划，福州、厦门

编制“一城一策”实施方案，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河南省强调 2019 年将继

续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城市主

体责任，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施

策，实行“一城一策”。杭州、宁

波、成都、长沙等地也明确将开

展房地产市场调控“一城一策”

试点。

上海市将加强房地产市场

调控不动摇、不放松，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房价保持总

体稳定。深圳强调，以更多经

济手段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住房制

度改革配套政策落地，并推

进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试点。

陕西省提出，推动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防控

房地产领域风险。四川省提出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刘洪玉指出，2019年各地在

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应保持政策

的连续性，要科学分析、比较评

价，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基础上实施，防止投资投机

“卷土重来”。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认为，未来调控将以地方为主

导，住建部的约谈、预警将继续

影响地方房地产调控，2018年

的多轮多城房地产巡查在2019

年将常态化。

宽松与收紧并存
或迎政策微调期

对于今年地方两会有关房

地产市场的新特点，张大伟分

析认为，“三稳”成为2019年地

方两会最为关键的政策方向，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是2018

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政策的

主基调，在今年地方两会中被

大部分省份明确提及。“整体

看，2019年稳定房地产发展将

成为政策趋势，对调控不利的

城市将继续问责。稳定其实是

双向调节，大涨和暴跌都不是

稳定。”

另一方面，张大伟表示，由

地方主导调控，在房地产市场

平稳甚至下行的趋势下，过去

过于严格的调控政策出现改变

或成为趋势，政策将出现宽松

与收紧并存的情况。

从实际情况来看，各地确

实已陆续出现政策微调，有松

有紧。去年四季度菏泽、珠海、

广州等城市对楼市相关政策微

调，近期青岛高新区宣布暂停

执行摇号售房规则，杭州贷款

政策多次微调，一些银行规定，

在子女作为共同还款人的情况

下，可延长老年人购房的贷款

年限。

而海口、汕头、长沙则出现

收紧信号，海口暂停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出

售商品住宅；汕头和长沙收紧

了公积金提取范围及额度等。

张大伟预计，2019年全国

可能出现一轮30城以上的房地

产调控政策的微调潮，将标志

本轮楼市调控全面见底。“特别

是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除了

信贷政策，最近其他政策都有

可能调整，部分城市银行也可

能变相地调整执行中的信贷

政策。”

保障性住房供应加大
坚持租购并举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租购

并举”以来，租赁住房一直是我

国房地产市场的“热词”。今年

各地两会进一步强调完善住房

保障体系，坚持租购并举。

北京市提出，2019年将出

台进一步规范管理住房租赁市

场政策措施，促进住房租赁市

场稳定；多渠道建设筹集租赁

住房5万套（间）、政策性产权

住房6万套，完成棚户区改造

1.15万户。广州市提出，2019

年要扩大户籍家庭住房保障覆

盖面，基本建成保障性安居工

程3.2万套。上海市提出，新增

供应各类保障房8万套。深圳

市提出加大人才住房、安居型

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筹

集力度，建设筹集人才住房和

保障性住房 8 万套、供应 3.4

万套。

福建、江苏、天津、南京等

多个省市也提出，2019年将增

加长期租赁住房供应，坚持租

购并举，大力培育和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

易居企业集团首席执行官

丁祖昱认为，重视保障、鼓励租

赁是近年来构建“租购并举”住

房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今年多

地将进一步补齐保障和租赁的

短板。针对目前房屋租赁市场

诸多不规范现象，多地加强制

度建设、金融支持，有利于实现

租售“两条腿”走路。

□ 杨绍功 朱 筱

除夕恰逢立春，在江苏省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354

号小区，69岁的住户杨培基喜

笑颜开，新的一年，他所住的小

区不仅实现电梯全覆盖，外立

面也在等待整体出新。楼栋间

车棚改造的党员活动室里，牵

头的老人们正在拟定电梯维护

管理公约。

这个离长江不到3公里的

小区，是20年前建成使用的事

业单位员工宿舍，一共3栋9个

单元，住着120户。其中，70岁

以上的人占九成，80岁以上的

人有一半。

没有电梯，哪怕是同住一

栋楼，老邻居们都快见不着面

了。3年前开始，住在三楼78

岁的梁汉明每次买米只敢买10

斤，多了就提不上楼了。但要

装电梯谈何容易？每一层的邻

居都有不同意见。

一楼有不少外单位买房

来的，住着有患病的老人对他

们来说装电梯是多此一举，还

影响采光；二楼主要是老住

户，但不装电梯挨着墙也能勉

强蹭下楼；三楼以上多盼着装

电梯，但也有个别年纪轻的不

想费这个钱。

住在六楼的杨培基，是杨

氏太极拳的传人，平时还能背

比他年岁大的邻居上楼……按

说，他还不是院里最需要电梯

的人。但他是小区业委会主

任，不牵这头不行了，“对大多

数人有利的事得做！”

有了好想法，政策来助

力。2016年，南京出台《南京市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实施办

法》，并配套制定10条具体操

作细则，重点突破体制机制障

碍。“2017年，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被列入全市35件民生实事

中，并逐渐形成业主主导、政府

引导、第三方提供专业技术服

务、市场化运作的南京加装电

梯模式。”南京市物业办副主任

童声龙说。

根据南京市出台的补贴政

策，45万元一部的电梯，居民只

要集资25万元。杨培基从每单

元找一个积极分子，一共9个

人，其中8个是党员，最年轻的

是他，最年长的81岁。

莫愁湖街道得知9个老人

张罗着要装电梯，安排了北圩

路社区副主任陈琴等来帮他们

跑代办、调处矛盾。

装个电梯很麻烦。水电

煤气管线下地涉及多个部门，

挖个电梯井也要跑一串单位。

关键是这事没人做过，得一步

步摸索着来。整个2017年，忙

坏了9位老人。陈琴等人除了

回家吃饭睡觉，睁眼就是往

外跑。

最大的麻烦不是手续，而

是每个单元十几户邻居几十张

嘴，有一张嘴里蹦出个“不”字，

电梯就装不起来。三单元就因

为一楼的不同意，工程一下停

了半年。邻居们有各种具体诉

求，但补偿多少没个标准，惩罚

更是不可能了。为了统一意

见，9个老人和社区干部跑上跑

下，磨破了嘴皮。

“没有100万元，免谈！”第

一次上门，一个一楼的邻居信

口开河。“啪”，杨培基气得一拍

桌子扭头就走，“不谈了！”五楼

的邻居苗新华把他拽住，“老

杨，把手揣兜里！”杨培基压住

火气，一次又一次上门。了解

到这个邻居贫病交加，协调楼

上楼下调整了对他的补偿，到

底做通了工作。

还有一次，一楼的邻居讲

到生气时，一把抓住杨培基

的衣领。老杨强忍着一动不

动，心想“得忍着，闹出事，电梯

就黄了”。六楼的年轻人，刚买

房过来，一时拿不出钱参与，

杨培基二话没说借给他们几

万块钱。

支持的，克服一切困难把

他们团结进来；反对的，联合社

区一起上门做工作。这是9个

老人的工作方法。

“涉及钱的问题，社区不做

主，居民自行协商；需要做工

作、跑代办的，居民吹哨我们报

到。”莫愁湖街道和北圩路社区

的干部们说，装电梯那段时

间，打市民热线投诉的特别

多，社区街道压力非常大。但

民意需要碰撞才能形成共识，

社区街道全力做好“保姆”、促

成共识。

“做好事不能增加矛盾。”

童声龙说，虽然法律规定单元

2/3 的居民同意就可以装电

梯，但实际操作中相关部门坚

持等居民协商一致再建设。

南京有七层及以下普通住宅

2.2 万栋，居民大多数是老年

人，增设电梯需求总量高达

6 万多部。2016年以来，全市

已累计签订加装电梯书面协

议 2131 部，累计完工 600 多

部。其中，2018年新建成470

多部。

电梯给小区带来了新气

象。五楼 81 岁的史慧敏说：

“我老伴有肺气肿，有次发病，

幸好有电梯，救护车直接到楼

梯口把人接走了。”三楼的

梁汉明也 81 岁了，现在出门

敢往家带20斤米。杨培基看

到，几年见不到的老邻居又下

楼走动了。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政

府近日印发《杭州市大气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提出要建设特

色风廊，促进大气环境质量限

期达标。

《通知》指出，根据城市气

候专项规划，结合杭州市夏季

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

的特点，将钱塘江、苕溪、西湖、

湘湖、金沙湖以及杭州城市周

边山坡地、峡谷以及山隘出口

等地列为“干净”风源，结合当

地主导风向、通风能力、通风潜

力，在“干净”风源和城区、工业

区等热中心组团之间研究构建

特色的一级通风廊道，并辅以

二级通风廊道和空气引导通道

的可行性，从而调整城市热力

结构，缓解城市热环境。

同时，推进城市气候专项

规划、城市通风廊道设计等在

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应用。利用

高矮不同的建筑形态带动空气

流通，高层建筑物裙房宜采用

梯级式的形态促进地面行人层

的空气流通及建筑物的透风

度。从富阳区到杭州经济开发

区和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以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和奥

体博览城为中心，钱塘江两岸

建筑物的排列和街道布局遵从

盛行风方向。

近年来，杭州市环境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在“十二五”期

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1%的

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

显著，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总量分别较 2010 年下降了

21.9%、26.5%。（岳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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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户邻居一部梯 每一层都是民意
2016年以来，南京市已累计签订加装电梯书面协议2131部，

累计完工600多部

深圳持续推进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
2019年计划筹建8万套政策类住房

本报讯 据了解，2018年

深圳市供应人才住房和保障

性住房 46,346 套。2019 年

深圳计划建设筹集人才住房

和保障性住房8万套、供应3.4

万套。

2018年深圳市供应人才

住房和保障性住房46,346套，

超额完成供应任务。其中，公

共租赁住房20,925套，人才住

房 8112 套，安居型商品房

4991套，拆迁安置房12,216

套，其他类型102套。

2018年深圳启动新一轮

住房制度改革，提出2018年~

2035年筹建各类住房170万

套，其中带有政策支持性的住

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占市

场供应量60%左右。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2019年，计划建

设筹集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8万套、供应3.4万套。住房建

设筹集渠道包括：新供用地建

设、招拍挂商品房用地配建、城

市更新配建、产业园区配套宿

舍、棚户区改造、公共设施综合

开发、企业自有用地建设、社会

存量住房租购等。

（赵瑞希）

杭 州 将 建 设 特 色 风 廊
促环境达标缓解热环境

丽江古城丽江古城
夜色夜色迷人迷人
夜色中的云南丽江古

城，灯光璀璨，景色迷人，

游人如织。图为游人在丽

江古城拍照。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 张淳艺

春节期间，多地开启低温

冷冻模式。为保证社会生活正

常运转，不少户外劳动者仍坚

守岗位。而媒体调查发现，尴

尬的现实是，包括环卫工、装配

工、园林绿化工等户外劳动者

表示从没享受过低温津贴，很

多人甚至没听过这份津贴。

与高温津贴相比，许多人

对低温津贴还比较陌生。事实

上，低温津贴与高温津贴相对

应，均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于2004年施行的《最低工资规

定》中被提到。该规定明确指

出，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

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

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中班、夜班、

高温、低温等特殊工作环境条

件下的津贴后，不得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不过，15年时

间过去了，高温津贴和低温津

贴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前

者逐渐落实到位，后者普遍束

之高阁。

低温津贴遭遇冷落，一方

面在于低温作业对人体的危害

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不会像高

温中暑立马显现，容易被人们

忽视。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

相关规定过于笼统，缺乏细

化。除了在《最低工资规定》中

一笔带过，目前国家对于低温津

贴并未出台统一明确的政策。

此外，一些地方虽然制定

了低温津贴标准，却由于标准

不够科学，缺乏可操作性，同样

难以落地。2013年10月，内蒙

古发文规定在-25℃及以下高

寒天气室外连续作业4小时及

以上工作岗位的劳动者，应发

每月230元高寒岗位津贴。但

在现实中，一般室外工作的劳

动者，在-25℃的高寒天气下，

根本做不到连续 4 个小时以

上，也就无法得到低温津贴。

根据 2015 年全国总工会

等四部门发布修订后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低温”

已被列为新增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之一。低温津贴长期形同虚

设，不仅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也大大损害了制度

的公信力。

过去，高温津贴也一度沦

为纸面权利。2012 年 6 月，国

家安监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

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

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标准由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有了明确规定，加上劳动部门

的执法监督，高温津贴的落实

开始步入“快车道”。

低温津贴亟待高度关注，

有关部门需要像抓高温津贴一

样，重视和解决低温津贴问题，

制定执行标准，增强可操作

性。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

方冬季气温差别大，国家可以

负责低温津贴制度的顶层设

计，再由相关省份进行细化，制

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制度。现

行《低温作业分级》国家标准，

将低温作业分为四级，级别高

者冷强度大。低温津贴也不应

一刀切，可以按工作地点的温

度、工作时长等因素进行分级，

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落实低温津贴重在可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