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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关于清明节期间设置临时便民祭奠场点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做好清明节期间市民群众祭奠
相关保障和服务工作，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现就
清明节期间设置临时便民祭奠场点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2024年4月1日至4月4日，城管部门将在市区内设置
123处临时便民祭奠场点，开放时间为每日9:00—23:00。请
有需求的市民前往指定场点进行祭奠活动。

二、严禁在街道、广场、小区、楼院、绿地、林地、河道等一
切公共场地焚烧纸钱冥币进行祭奠活动。

三、在临时便民祭奠场点开展祭奠活动时，广大市民群众
要特别注重消防安全和人身安全，不得在焚烧容器周边地面
焚烧纸钱；不得向焚烧容器内泼洒或倾倒酒水；不得一次性往

焚烧容器里投放大量的焚烧物；不得大幅度翻搅焚烧容器内
的焚烧物。

四、开展错峰祭奠，携带适量焚烧物品，自觉排队，有序祭
奠，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扎堆等现象。

五、各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要加强清明节临时便民
祭奠场点的管理，压紧压实各镇办、各有关部门工作责任，设
置消防设施设备和物品，加强巡查检查，强化临时便民祭奠场
点卫生保洁、秩序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市民群众
祭奠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六、各区城管和环卫部门要做好临时便民祭奠场点的保
障和服务工作，加大街面巡查和管控力度，对在公共场地随意

焚烧纸钱冥币的行为及时进行劝导，积极引导市民群众到指
定地点进行祭奠。

七、公安、民政、应急、林草、消防救援等部门要根据各自
的工作职责，做好清明期间市民群众祭奠管理服务和安全防
范工作，遇有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快速有效稳妥处置。

八、广大市民群众要积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自觉移风易
俗，倡导文明新风，践行绿色、文明、环保生活方式，自觉遵守
城市管理法规规章，共同维护干净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和生
活家园。

西宁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4年3月30日

城东区（18处）
1.康西二路与纺织巷十字路口
2.湟中路中国移动门口
3.南山东路与德令哈路十字路口东南角
4.八一路黄南小区门口
5.南山路与博雅路十字路口西南角
6.昆仑路与博文路交汇处西北角
7. 昆仑东路与博雅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向西
100米处
8.夏都大街与湟中路十字路口东北角
9.共和路与昆仑路十字路口
10.昆仑路南庄子桥下
11.滨河路与七一路十字供热公司东侧100米
12.五一早市门口
13.滨河北路利源小区西门
14.互助路中庄渠粮油市场对面小游园
15.西宁十四中对面东府嘉和小区门口
16.宁互路与互助路丁字路口
17.滨河北路宁诚佳苑后门
18.互助路海亮大都汇门口
城中区（25处）
1.大同街西延伸段环卫休息点门口
2.滨河南路中段省委家属院后门对面
3.青海日报社家属院后门
4.滨河南路城市先锋对面小广场
5.七一路省中医院对面香水书院小广场
6.新民街玉井巷小学对面
7.同安路高速路出入口
8.瑞源路工商银行门口
9.新城大道国税局门口
10.人民街悦玺公寓楼下（水井巷东侧）
11.碧水路路口24h警务车附近
12.砖厂路南川西路客运站北侧
13.安宁路中段百韵华居十字路口

14.12号公路香格里拉3期靠山路段
15.红星天铂一期南口（城中区人民医院门口）
16.香格里拉七期凤临大街十字路口
17.郁金香大街市民中心南口
18.南川特大桥下万科城B区北门向北300米
19.香格里拉路迪卡侬超市门口
20.劳动路和南山路交界处
21.建材巷南滩街道办事处东侧和悦广场
22.前营街下宏广场（原前营街小学门口）
23.烈士陵园南侧围墙向东20米处
24.南川东路第二小学北侧龙泰小广场
25.南川东路小学桥头南侧
城西区（25处）
1.人民公园与秀水路交叉路口
2.同仁路东湖宾馆入口平台处
3.海宏一号C区和D区小广场
4.海晏桥（文亭巷与海晏路十字北侧）
5.世通国际小区海湖社区门前
6.海湖新区共字桥南侧小广场
7.西关大街延伸段和文博路十字路口
8.南川西路与新华巷交叉口三角花园内
9.高槽巷门洞口
10.游园巷东口
11.南交通巷新宁广场东侧
12.西山一巷十字路口
13.盛昌路与五四西路交叉口
14.恒邦紫禁城南门文景街西社区门口
15.西关大街与通海路交叉路口西南角
16.宁靖路北口
17.建研巷东侧
18.冷湖路与盐湖巷丁字路口
19.海晏路二巷湟水河旁
20.湟岸巷52号大院内

21.趣园巷（兴海路与趣园路交叉路口)
22.富兴路口富兴花苑小区东西两侧
23.汇宁路东侧早市入口
24.羚羊路三勘院门口
25.南梁路高架桥下
城北区(35处)
1.海西路海湖桥下
2.海西路玉珠峰宾馆对面广场
3.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高架桥下
4.滨河北路锦绣江南后门
5.十三中桥西北角
6.北川河东路南段（朝阳派出所北侧50米）
7.朝阳东路与门源路十字路口（东侧向内20米）
8.朝阳西路山川十字停车场
9.北川河东路与门源路交界处（大板楼西侧）
10.北川河东路与门源路交界处（金座财富中
心河边）
11.北川河西路南段（永兴家园后门）
12.北川河西路林业小区门口
13.建设巷星光敬老院十字路口
14.建设巷金帝花园小区门口小广场内
15.建设巷健康2号小区后门
16.西海路西格复线小区南侧高台空地
17.北川河东路早市对面空地
18.毛胜寺安置小区十字路口
19.石头磊安置小区东门对面空地
20.国际村夏荷园十字路口
21.中海河山郡东门口
22.中海河山郡南门口
23.石头磊安置小区正门人行道两侧
24.陶家寨小区正门人行道两侧
25.陶新家园小区正门人行道两侧
26.碧桂园小区（小桥夜市口）

27.北城夜市东口
28.景程路东口
29.济湟路北口铁路东侧
30.滨河北路三河小区后门
31.泰和广场对面朝阳东路十字高架桥下
32.秀水一巷南口、秀水二巷河边
33.民政桥河边西侧
34.西站一巷南侧、西站二巷南侧
35.南辅路朝阳新村小区门口
东川园区（11处）
1.八一路与民和路西南角
2.九眼泉路隆豪万利园门口
3.团结桥7天宾馆门口
4.金汇路信园小区东侧大坡处
5.民航路与金和路口东侧
6.金桥路凯颐家园小区西门
7.昆仑路荣豪花园门口西侧
8.八一路步行街北侧小广场内
9.金桥路与泉景路口东南角
10.金汇路与九眼泉路口西南角
11.昆仑路景泰家园门口西侧
生物园区（5处）
1.纬一路与经一路丁字路北口
2.经一路与纬二路十字路东南西北路口
3.经一路与纬三路丁字路东西口
4.纬五路紫恒帝景花苑小区出口北侧
5.金羚大街与迎新路北侧人行道
南川工业园区（4处）
1.谢家寨祠堂口
2.谢家寨彩门口
3.王斌堡大门口
4.张家庄彩门口

2024年清明节期间临时便民祭奠场点（123处）

二三线城市普遍松绑楼市限购令后，一线
城市限购政策如同春天的冰层“开始作响”。3
月27日起，北京不再执行“夫妻离异任何一方
3年内不得在京购房”的政策规定。

目前，仅有深圳上海南京等重点城市还
在执行若有似无的“离异限购”——显然，没
人指望这项政策的废止能给房地产市场带来
多大影响，但这会让人们回想起政策出台时
楼市的疯狂。

“离异限购”政策的出台和废止呼应了此
一时彼一时的光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优化房地产政策”，地方政府“要用好调控自
主权”，如今，一二线城市面临不同的局面。

昔日楼市火热催生离婚潮
北京刚刚废止的“离异限购”政策，源起

于那个楼市“见风就涨”的年代。
2013年初，楼市“国五条”细则发布，规定

“出售自有住房按转让所得20%征税，唯一住房
免税”，而离婚就成了有效避税途径。年底媒体
报道显示，北京当年离婚数猛增40%，上海前三
季度登记离婚数超2012全年。此后数年，随着
楼市一波波的火热，一线城市接连爆发离婚潮。

我们来看看2016年轰动一时的上海离婚
潮。2015年，上海楼市急剧升温，次年年初，被
称为史上最严的“沪九条”出台，要求从紧执行
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8月，当地流传多个房产
限购新政版本，其中包括“如果离婚不足一年，
限购及贷款政策按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

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从限贷消息传出次
日开始，上海市内打车去往民政局或婚姻登记中
心的出行量就出现明显增长。行业龙头数据显
示，2015年8月29日和30日两天相比此前一周
同一时段增长近两倍。市内多家区级婚姻登记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最近办理离婚的人特别多。”

这股离婚潮背后的逻辑是，一本离婚证，
既能多个购房名额，还能享受低首付。以500
万房产为例，首套房比二套房首付少 200
万。一线城市楼市限购、限贷后，“假离婚”成

为很多人钻空子购房的手段。如此乱象下，
重点城市开始堵漏。

2020年7月，深圳率先出手出台措施，夫
妻离异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 3 年
内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
前家庭总套数计算。一个月后，南京出台了
类似规定，只不过时限由“离异3年内”变成

“离异2年内”，相比深圳稍微宽松一点。
2021 年，沪深同时出重拳封堵“假离

婚”。上海的规定与深圳一模一样；北京则规
定，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规
定的，自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
在本市购房。这一年鹏城还打了个补丁：离
婚将房产登记给无购房资格一方，另一方 3
年内不得购房。

“离异限购”已无现实意义
楼市异常火热、价格持续上扬，是“离异限

购”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通过离婚获得购房资
格、贷款便利的行为，如今已没有了现实支撑。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去年全年，重点百
城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下降约6%，绝对规模
为2016年以来最低；全国土地成交面积12.8
亿平方米，下降20%，成交总额3.9万亿元，下
跌了17%。楼市大调整、上涨预期落空，离婚

买房卖房就没有了“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废止实施近 3

年的“离婚限购”政策，就显得波澜不惊。虽
然深圳、上海、南京等地还在执行该政策，但
早已似有若无——“以前假离婚买房是为了
房子升值，如今假离婚买房图啥？”

事实上，不光“离异限购”政策可有可无，
一线、强二线城市多项限购政策早已“解
冻”。去年9月，广州黄埔、番禺限购解除，今
年初，广州又发布新政，120平米以上房子随
便买，成为首个放开中心城区限购的一线城
市，“只要房子出租就不限购，只要卖掉一套
就能买一套”。

随广州之后，苏州迅速跟进，主城六区与昆
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全面放开限购。1月底，
上海取消非沪籍单身购房限制，外环外可购1
套房。在废止“离异限购”政策之前的2月，北京
取消了在通州购房须落户或纳税、社保满三年
的限制。 此外，杭州全面取消二手房限购。

值得关注的是，住房“供给侧”也开始解除
限制。深圳已废止实施多年的“70/90”政策，该
政策是指住宅项目中90平米以下住房面积须
达70%以上，这意味着新楼盘供应将不再限制
大户型比例。上海近期的土地出让，也对“70/

90”政策进行优化，加大对改善性住房的支持。
京沪微调政策小步快跑

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
年房地产政策优化调整累计高达1008次，在
2022年历史首次突破1000次后，连续2年维
持高位。三四五线城市几乎打完了所有“政
策子弹”，但市场反应不明显，而一线、强二线
政策敏感性相对较高，调控手段则不尽相同。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一线城市中广州基
本放开了限购政策，深圳限购政策有所放宽，
上海松动迹象也比较明显。北京楼市一直比
较稳定，不论是购房资格、贷款资格、房贷首
付和利率，这些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依然最严。

从去年底调整普通住房标准和个人住房贷
款政策，到上个月解除通州“双限制”，再到此次
废止离异限购，业内人士认为，北京微调符合市
场预期，有利于释放一部分真实购房需求，一线
城市购房政策进一步调整优化，客观上响应了
国家“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的导向。

与广州大面积“松绑”角度不同，上海调
整限购政策，放松的是对购房人群的身份限
制，定向意味明显。此前非沪籍人士购房，需
满足“5年社保+已婚”条件，而现在取消“已
婚”条件；但限购区域与数量仍为“外环以外
区域限购一套住房，崇明区除外”。

上海“小步快跑”放松限购也体现其本地
特色。之前上海限制单身购房，是担心外来
人口较多，买盘太大，导致房价上涨压力大。
如今，外围去化难度大，比如五大新城迫切需
要人口分流。购房新政一能去库存，为新区
开发添砖加瓦；二能同步疏导产业和人口，实
现产城融合。

强二线城市中，苏州基本上解除了限购措
施，而杭州也完全放开二手房限购——“没有
脱光，留下了最后一颗‘主城区商品房限购’最
厉害的子弹。”业内人士称，“万一效果不理想，
有及时‘补枪’的余地。”显而易见，二线城市手
中的底牌，已经不多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楼市解除“离异限购”

一线城市楼市调控底牌渐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