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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娃家庭成为租房主力人群

山寨叶圣陶杯被封山寨叶圣陶杯被封 中介仍有竞赛资源中介仍有竞赛资源

伴随节后返城大军以及新一年的跳槽
热，租赁市场也迎来旺季。“从春节后一周的
城市租房热度数据来看，一线城市及部分二
线城市的租房热度排名靠前，如北京、成都、
重庆、上海、深圳等城市热度上涨明显。重点
40城中，绝大部分春节后一周的租房热度环
比翻倍，成都、深圳、郑州、苏州、武汉、杭州等
城市的春节后一周租房热度环比涨幅超过了
200%。”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告诉记者。

为了充分反映节后租房人群的租房状
况，了解当前的租房需求、偏好等问题，近日，
58 同城、安居客发布了《2023 节后返城租房
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居住在二居室及以下
户型的受访者占到了近七成，意向租房人群
中有七成以上为有孩家庭。

44月前均有明确租房需求月前均有明确租房需求

本次参与调研的意向租房人群中，有
74.0%的人为一家三口/两孩家庭，单身独居
的租客占比18.5%。月收入方面，32.6%的意
向租房人群月收入在 5001 元—8000 元之
间，66.4%的租客月收入低于 1 万元。有
53.8%的意向租房人群目前已自有住房，
36.0%的人群租住在普通小区，7.8%租住在
品牌/长租公寓，2.1%的人群租住保障性租
赁住房。

在租房时间上，参与调研的意向租房人
群均在4月份之前有明确的租房需求，其中
有 39.8%的人表示希望春节后（2 月份）马上
开始租房，45.5%的意向租房人群打算在3月
份开始租房。多数意向租房人群希望可以长
租，选择租住半年到一年的意向租客占比
40.1%，希望租住一年以上的意向租客占比
33.9%。

年轻上班族是许多城市租赁市场的主力
军，他们的租住需求主要围绕着上班通勤，追
求职住平衡等。调查显示，近六成意向租房
人群希望租住在工作地点附近，上下班更为
方便。对于有小孩的家庭，他们选择租住房
源时，有29.8%的人群希望租住在子女学校附
近，方便上下学接送。

如今，租房住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租住
环境对他们的生活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
报告显示，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34.1%的意
向租房人群更希望选择小区整体环境更好
的房源；26.7%的意向租房人群更注重周边
生活配套，17.1%的人群希望租住房源中能
有更好的装修/家具家电，13.8%的意向租房
人群希望拥有更大的居住面积。从不同居
住成员来看，没有小孩的单身独居租客及两
人家庭，租房时相对更注重小区整体环境及
房间内部装修家具家电等，对居住生活品质
要求较高。而有小孩的家庭则更侧重居住
实用性，对于小区环境、周边配套及居住面
积有一定要求。

超半数租住普通小区房源超半数租住普通小区房源

良好的居住体验可以说是获得幸福感的
第一步，不少租房人群认为租房也要选择有
品质的好房。在租住房源类型选择方面，报
告显示，50.9%的意向租房人群倾向选择租住
普通住宅小区的房源，27.3%的意向租房人群
更愿意选择租住品牌公寓/长租公寓。月收
入对于租住房源类型的选择有一定影响，个
人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意向租房人群，选
择租住品牌公寓/长租公寓的占比高于租住
普通住宅小区的人群占比。

对于为什么选择品牌公寓/长租公寓，调
查显示，房源的真实性、良好的居住氛围、优
秀的公共空间配置及令人满意的居住服务是
大家选择租住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为促进解决新
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加快构
建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
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参与调研的意向
租房人群中，9.8%的人更想选择租住保障性
租赁住房。选择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人群
中，90后占比相对较高，有33.8%，85后、95后
占比均在20%左右。

伴随着租房需求层级的不断增加，向往
品质独居的租房人群越来越多，新一代年轻
租客也更渴望实现“整租自由”。在本次调研
中，85.7%的意向租房人群选择整租一套房，
选择合租的人群占比仅14.3%。单身独居人
群中，选择合租的占比为40.7%。在选择合租
的人群中，他们选择合租对象时不单单把目
光局限在亲戚朋友等熟人上，选择和同性的

陌生人合租一套房的占比40.0%。对于合租
对象的要求，多数人希望合租室友无不良嗜
好、爱干净，且不要带其他人回家过夜。

在意向租房人群选择的户型方面，51.7%
的人群倾向选择租住两居室，28.8%的人选择
租住三居室。对于理想的月租金范围，32.9%
的人希望可以在2001元—3000元之间，约半
数的人认为租金占月收入的10%—20%为最
佳。单身独居人群选择租住一居室的占比
43.9%，期望月租金在 1001 元—2000 元的占
比最多，为46.3%。两人家庭及有孩家庭多数
选择租住两居室，选择月租金在 2001 元—
3000元的占比相对较多。

专业线上平台成首选专业线上平台成首选

尽管住房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但在

现 实 中 不 少 人 面 临 的 租 住 痛 点 仍 然 不
少。“比如在找房租房时，合适的房源较
少、选择面窄、房源信息不真实、中介服务
不专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此外，居住在
租到的房子中，消费者也常会遇到一些麻
烦，比如房屋设备损坏、噪音、安全问题，
还有随意涨价、押金问题等。”张波表示，
2022 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地出台了住房租
赁条例，有助于租赁行业进一步规范化发
展。

对当代租房人群来说，除了住房空间，
他们还渴求生活的便利性，专业的线上找房
平台成为了他们的首选。调查显示，54.1%
的租房人群在寻找房源时使用专业的线上
找房平台，24.8%的人会选择通过线下中介
门店找房。

选择线上找房平台时，意向租房人群更
关注的是房源品类是否齐全（包括房东直租
房源、经纪人房源、品牌公寓/长租公寓房源
等）、房源的真实性以及房源的整体数量。此
外，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也是大部分租房人
群考量的因素之一。

数字化的快速发展，让传统的租房看房
模式全面向线上化模式转变，线上找房、VR
看房等新式找房工具也深入应用到租房行
业。调查显示，线上租房时，33%的人会仅在
线上寻找合适的房源，之后需要去实地看房，
决定是否租房；48.8%的人会选择在线上找房
及看房，通过实拍视频或VR等选定房源，直
接去线下实地签约；部分人群会选择省心租，
在线上找房看房签约一条龙，足不出户解决
租房问题。 本报综合消息

2月15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发文称，“叶
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以下简称“华
人赛”）及“叶圣陶杯”语文素养大赛、数理大
赛、英语大赛、编程创意大赛等系列赛事均
为违规竞赛，教育部正会同相关方面作进一
步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专门
为部分违规竞赛提供报名、指导服务的中
介，他们推荐的竞赛均需要缴纳不菲的报名
费，有中介称其推荐的竞赛可以 100%获
奖。在“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被
通报系违规竞赛后，竞赛中介称可以给家长
推荐其他作文竞赛，用来美化学生简历，称
有助于升学。不过，他们推荐的作文竞赛也
不在教育部认可的竞赛名单中。

一名曾多次参与招生工作的北京某初
中原负责人表示，学校招生时并不会看重
学科类竞赛的奖项，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更
重要。

辟谣
“正牌”比赛主办方称 公益性赛事不收

参赛费

教育部官方网站2月15日通报了有关
“叶圣陶杯”违规办赛一事。此后，有网友发
文称所有“叶圣陶杯”系列竞赛均为违规竞
赛，该消息引发网友热议。但记者注意到，
在教育部发布的《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包括了叶
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以下简称

“新作文”赛），主办单位为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

2月16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
学委员会的唐老师告诉记者，“新作文”赛与
所谓的“华人赛”并非同一机构主办，由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叶圣陶杯全国中学
生新作文大赛是教育部竞赛活动名单认可
的竞赛。“我们之前就在官方网站中发过声
明，和‘华人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负责
办好自己的比赛。”

唐老师提到的声明中介绍，2021年叶圣
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组委会收到有
关部门来函反映，有社会机构假冒本大赛名
义进行诈骗，宣称“缴纳一定费用即可获得
叶圣陶杯大赛证书”。

“新作文”赛组委会称，叶圣陶杯全国
中学生新作文大赛是教育部批准、面向各
地高中学生举办的公益性赛事，由学校集
体组织参赛，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
理，不会以任何名义收取参赛费用；所有
通过缴费获取该大赛获奖证书的行为均

属违法。
“新作文”赛组委会方面2月16日表示，

获得教育部认可的“叶圣陶杯”竞赛和所谓
的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有多个区
别：一是“新作文”赛位列教育部审核通过的

“白名单”，有据可查；二是“新作文”赛在教
育部审核后仅面向高中学生，而“华人赛”则
面向小学、初中学生；三是“新作文”赛通过
学校初评、评委再行评选，从不像“华人赛”
那样与培训机构合作；四是“新作文”赛是公
益赛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不向学生收取
任何费用。

调查
中介推荐“交钱拿奖”竞赛 称可“美化”

孩子简历

记者注意到，虽然2月15日教育部已经
发布了关于违规竞赛的通知，但在社会上，
还存在着一些为小学生、中学生提供竞赛服
务的中介，有的中介甚至宣称部分竞赛的拿
奖率为100%，但必须交钱。

记者以学生家长身份联系到了一名自
称和多种竞赛都有合作的竞赛中介工作人
员，他表示，家长之所以要给孩子牟取竞赛
奖项，就是为了助力孩子升学，“避免孩子
简历是空的，一个比赛奖项都没有。”该工
作 人 员 称 ，有 些 竞 赛 参 与 后 拿 奖 率 为
100%，如果孩子无法拿到一等奖，孩子家长
可以交上千元的指导费给中介，但实际上
孩子不用上课，中介会将钱转给竞赛主办
方，确保拿奖。

不过中介坦言，之前会愿意给家长推荐
很知名的叶圣陶杯“华人赛”，但暂时不能报
名了，“这个赛事被举报了，官方网站也被封
了，所以暂时不能报名。另有一个数学类的
杯赛最近也被封了，暂时不能参加。”

中介表示，为了避免引来举报，一些赛
事他们不会发布在公司的家长群中，只会私
下发给家长。但中介声称，虽然一部分竞赛
涉嫌违规，但为了孩子的简历好看，还是极
力鼓励家长为孩子报名。

记者联系到另一名竞赛中介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表示，“叶圣陶杯”华人赛原定在
今年3月份的竞赛已经取消了，因此推荐记
者为孩子报名另一项作文竞赛，并表示这项
作文竞赛在语文竞赛中收费“最便宜”，并称
这项竞赛获奖后，学生除了证书还会获得一
本作品集。

他介绍，所有的这些竞赛几乎都需要交
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报名费。作为中介，
给这些竞赛组委会每安排一个报名者，他们
便会获得组委会返还的几十元钱。该竞赛
中介坦言，他推荐的多个竞赛均不在教育部
认可的竞赛名单内。

记者检索了两名竞赛中介推荐的上述
多个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这些竞赛均未出
现在教育部公布的《2022—2025学年面向中
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

亲历
被忽悠参加山寨竞赛 多次交报名费引

发怀疑

一名家长向记者表示，他在 2021 年曾
为孩子报名过叶圣陶杯“华人赛”的省级赛，

“孩子当时读小学 5 年级，其实我本来不想
给孩子报名这些竞赛，但看到身边有家长给
孩子报了名，怕孩子输在升学竞争上，感觉
200多元的报名费还能接受，就给孩子报名
了”。

该家长表示，那一年儿子获得了该比赛
的二等奖，孩子在去年升学时也提交了这一
竞赛奖项，“但这个奖项是否真的在升学中
起到了作用，其实我并不清楚，而且身边也
有没参加竞赛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考上了同
一所初中”。

另一名在 2022 年参加过叶圣陶杯“华
人赛”的学生付雅（化名）回忆说，此前学校
老师曾介绍过“叶圣陶杯”竞赛，“后来想想，
老师介绍的应该是教育部认可的‘叶圣陶杯
新作文竞赛’。但我在网上搜索时，发现了
这个‘华人赛’的网站，当时我看了网站对竞
赛的介绍，觉得这个官方网站很完整，联系
到竞赛负责人，最开始只收取了几百元报名
费来参赛。”

付雅说，当时初赛甚至没有设定作文题
目，只要求交一份作文就行。接下来她参加
了省赛，又被要求交报名费。省赛结束后竞
赛方通知她获奖了，并介绍还可以参加下一
级比赛。“可我看到继续参赛需要再交1000
多元报名费，就觉得很可疑了，我还问竞赛
方省赛获奖是否有证书，对方说有证书，我
就没有再参加下一级比赛。”

业内看法
选拔学生主要看其在校的日常表现

这些竞赛证书是否真能成为孩子升学
的敲门砖呢？一名曾多次参与学校招生工
作的北京某初中的退休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她参与的招生活动中，学科类竞赛奖项
几乎不会在录取中产生影响。“在选拔学生
的时候，我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学生在学校
的日常表现。一般来说，大家不会很关注
学生学科类竞赛的成绩，尤其是那些教育
部不认可的竞赛。此前有些学生虽然获
得了这类竞赛的奖项，但实际入学后在相
应学科上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因
此学生参加这些没有含金量的竞赛并没
有什么意义。相比之下，我们会关心一些
学生的业余爱好，比如体育、文艺方面的
特长，有些学校会有运动队、文艺团，每年
都会针对这些团体招收一些学生，因此如
果学生有这方面的特长，会更有机会被学
校录取。”

教育部也在2月15日发布的通报中提
醒广大学生家长：参加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务必认准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
的《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
竞赛活动名单》，不要参加违规竞赛，谨防上
当受骗、遭受损失。

教育部表示，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违规
竞赛活动普遍存在收费高昂、管理混乱、质
量低下、兜售奖项、牟取暴利等严重问题，不
仅加重学生负担、破坏教育生态，而且隐藏
诈骗风险、侵害群众利益。教育部将继续会
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各类违规竞赛活
动进行坚决打击。欢迎全社会广泛参与监
督，共同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利益。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