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23年11月12日 星期日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4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文灿 校对 / 婷婷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王优玲）今年以来，房地
产市场备受关注。从部门到地方，“认房不认贷”、降低首付比
例、降低按揭贷款利率……一系列房地产调整优化措施接连
出台。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怎样研判房地产市场？如何重
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
回答了记者提问。

因城施策促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因城施策促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问：房地产市场备受关注，如何研判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形势？

答：研判市场，重要的是尊重规律、看大势。7月24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
变化的新形势”。这是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房地产
自身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判断。要认识当前的房地产形势，
首先要把握住这个重大变化。

从供给看，整体上“有没有”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结构
性不足问题仍然存在。从需求看，人民群众对住房的品质有
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住上更好的房子、获得更好的服务。

分析市场，主要看供需关系，也就是交易量、价格和结
构。现在是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用信息化手段研究分析市场
的变化。这几年，住房城乡建设部一直致力于打造全国的数
字住房信息系统，它与全国所有城市联网，能够实时显示房屋
网签备案的数据，可以了解每个城市、每天的交易情况。

今年的房地产市场，总的看是前高、中低、后稳。从数据
看，“认房不认贷”“降低首付比例和利率”等政策措施起到了
积极的效果。1月份到10月份，一手房交易量虽然下降，但二
手房是上升的，一二手房合起来实现同比正增长。另外，保交
楼工作的扎实推进，带动了全国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长近
20%，也反映出各地政府帮助企业纾困是有效果的。

“十家锅灶九家不同”。房地产是不动产，房地产市场有
其特殊性。它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市场，区域特征很明显，各个
城市的交易量和价格有很大差异。关于房地产调控，我们强
调因城施策、精准施策、一城一策，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将会
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认认真真落实好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
大部署，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房住不炒房住不炒””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问：关于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具体有哪些考虑？
答：党中央提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是破解房地

产发展难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过
去在解决“有没有”时期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发展模式，已不适
应现在解决“好不好”问题、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亟需构
建新的发展模式。

——在理念上，要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以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为重点，努力让人
民群众住上好房子。好房子好在哪儿？就是要绿色、低碳、智
能、安全，让群众住得健康，用得便捷，成本又低，又放心安心。

——在体制机制上，一个是，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动
的新机制，从要素资源科学配置入手，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
房定钱，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再一个是，建立房屋从开发建设到
维护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包括改革开发方式、融资方
式、销售方式，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等制度。

——在抓落实上，要实施好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
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同时，还
要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
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新模式下，房地产企业要有清醒的认识，现在要拼的是高
质量、新科技、好服务，谁能为群众建设好房子，谁能为群众提
供好服务，谁就会有市场、谁就会有发展。

房地产市场未来持续发展仍有坚实支撑房地产市场未来持续发展仍有坚实支撑

问：“三大工程”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三
大工程”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近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保障性住房
等“三大工程”建设。这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根据房
地产市场新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目前，有关工作已经启动。

——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
重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重大改革。这次改革的重点是拓展了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最终是实现政府保障基本需求、
市场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
是，城市党委、政府担负起主体责任，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
尤其是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让他们放开手脚为美好生
活去奋斗。青年人有希望，城市才能有未来。

——城中村改造，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大民生
工程，重点是，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改善居住环境，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统筹发展与安全、
提高城市韧性的重大举措，关键是，平时用得着、急时用得上。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处在转型期，虽然遇到了一些困
难，但未来的持续发展仍然有坚实的支撑。随着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的持续落实，随着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逐步建立，一定
能够推动房地产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住上
更好的房子。

很多消费者会选择线上维修和回
收手机。打开电商平台，能看到各式
各样维修和回收手机的店家，但“小病
大修”“以次充好”“恶意压价”等问题
时有发生，维权难度也很大。选择线
上手机服务，消费者该注意哪些问
题？真遇到了“坑”，又该怎么维权？

线上服务套路线上服务套路

套路一：“小病变大病”
梁先生的手机外屏有裂痕，为图

方便，他选择了线上维修，商家预估的
维修费用是300元。梁先生在实体店
打听过维修价格，开价600元，线上维
修可以节省一半，于是他就把手机寄
给了网上的手机店，闹心的事从此开
始了。

梁先生表示，对方反馈说手机的
充电接口有问题，还需要 500 元的费
用。因为我事先检查过手机的其他功
能都是好的，我就决定退回来，不修
了。退回来后，我发现手机屏幕开不
了机，直接黑屏了，充电接口也是坏
的，有时候充不进电。

梁先生再去找店铺沟通，对方表
示问题并不是他们造成的，手机原本
就有问题。

梁先生说：“他们跟我说过，拆机
有一定风险，但是也跟我说了风险很
小，毕竟每天维修的机器很多，所以我
没有过多在意。没想到现在变成这种
局面，原本手机只有一个毛病，现在毛
病一大堆，我找平台客服介入投诉，也
没有实质性效果，店铺后面被下架了，
我的手机也没有人再来负责，最后还

是找线下实体店修好的。”
套路二：“到手刀”

不少消费者在投诉平台反映，遇
到了“恶意压价”。廖女士在网上咨询
回收价格，对方报价为2900元，但商家
在收到手机后，直接压价到500元。

廖女士表示当时，对方报价 2900
元，说我的手机没什么问题。等我把手
机寄过去，对方称检测有问题，手机只
值500元。我说不行，让他寄回来。他
就给我打了500元，却不给我寄回来。

实在没办法，廖女士只能选择平
台介入并报了警，而这家名为“专业回
收 诚信经营”的店铺直接注销了网店。

线上服务如何线上服务如何““避坑避坑””？？

对于目前线上服务出现的各种陷
阱，律师吴振华建议，平台方不能摆脱
责任，要加强对入驻商家的审查并且加
大处罚力度。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和事
后监管，三个步骤要形成一个体系。

相关组织可以进行行业自律，要
求互联网机构、平台进行严加审查，选
择更多有资质的、正规的、诚信的企业
入驻。

从消费者的维权角度来讲，平台
和商家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去诉讼，成
本或许较高，但从整个社会效果来讲，
诉讼是有必要的，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和关注，推动相关部门的管理。

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泽若建议，消费者在选择线上维修服
务和后续经营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要树立一定的风险意识，选择有资质
的、正规的、明码标价的经营者，必要

时应当进行资质核验。“《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
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
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
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
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
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
责任等信息，这一条实际上也给消费
者如何选择线上维修服务提了醒。”

“线上维修很多都是一键下单，消
费者和商家没有特意去签订维修合同，
那么此时双方的沟通记录就至关重
要。”刘泽若认为，有效的沟通应当囊括
上述法律条款中的内容，越细致越好。

“我们在前期的实践中发现，细致一些
的顾客还会对维保责任的承担及维保
方式，更换零件的具体品牌、型号都予
以明确约定，这对于后续维权是有帮助
的。”而且，消费者要格外留意商家提供
的是否属于“格式条款”“经营者要承担
对格式条款显著方式的告知义务，如果
格式条款中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
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的条款，
按照规定属于无效。”

此外，她也提醒，保障维修过程的
“公开透明”也十分必要。消费者在手
机寄出维修前，可以先给手机录制视
频，以证明手机除需维修仍在正常运
行状态并选择可靠的快递运送，维修
过程中可以要求商家出示更换的零
件，或是全程录像等相关的维修服务
记录，减少维修过程中的争议。

实际上，行业内也在积极探索更
为规范的操作模式，已有不少平台和
商家宣称可提供全程录像、公开透明
的维修服务。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具体落实情况还要打个问号。
有消费者称曾选择了可提供全程录像
的服务，结果等到手机出问题后找到
商家，对方却以“时间已久，录像已删
除”为由拒绝提供，他也因此陷入维权
困境。对此，刘泽若建议，行业还是要
加强自律，建立相关的行业服务规范
及标准并严格实施，平台也要加强对
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与监督管理，加
大对不诚信商家的惩罚力度，“消费者
如遇侵权，应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合
法权益，以维权倒逼行业规范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1月 11日电（记者
于文静）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和浙江仙居古
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通过专家评审，
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我国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22项，数量
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这是记者11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到的消息。

据了解，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
系统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以板栗栽
培为核心，作物、药材、家禽等合理配
置的复合种养体系。当地居民因地制
宜创造了立体种养、树体修剪管理、水
土资源合理利用等技术体系，有效保
护了当地农业物种和生物多样性。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已有2000
余年历史。铜陵白姜块大皮薄，汁多
渣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

创造了姜阁保种催芽、高畦高垄种植、
芭茅搭棚遮阴等三项独特的传统生产
技术。

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
是“梅－茶－鸡－蜂”有机结合的复合
型山地农业模式。仙居是世界人工栽
培杨梅起源地之一。经过千年的发展
与世代选育，当地积累了数量众多、类
型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古杨梅
种质资源。

记者11月11日从教育部获悉，近
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
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
专项行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
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
活动，提醒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
柔韧训练。

提醒指出，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
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

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
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此外，孩子
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
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
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
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
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

提醒指出，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
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

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
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
骨骼生长和发育。练习身体腾空翻
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
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
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
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
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
训练，避免出现伤害。 新华社电

如何研判我国房地产市场形势
——访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

教育部提醒：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

我国新增三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手机线上维修“坑”咋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