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近200次，创历史新高。各地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措施，楼市总体比较平稳。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
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稳定，二线城市有所上涨，三线城市上涨势头得到抑制。未来落实“房住不炒”还将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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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 解决皮肤问题有方法
中医证实，皮肤问题是由寒湿气进入身体导致免疫系统低下引起的。仲景张正堂皮肤

调理中心取法于1700年的历史传承秘方，精选几十种名贵中药，在完整继承了祖先秘方制
作工艺的同时，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将药物有效成分进一步提高升华，将身体的寒湿气排出
体外，达到解决皮肤问题的目的。据了解，该机构现开展免费体验活动，不花一分冤枉钱，
报名电话：0471-2539607，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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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丽是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
老师，她的工作、生活原本和心语爱心康复之
家的孩子没有任何交织，临近退休，她憧憬的
是怎样安度晚年。可是，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改
变了她的生活既定轨道。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
康复之家前任校长因病无力继续办学，将17个
孩子托付给了身为内蒙古武川县特殊教育学
校老师的张美丽、张秀丽姐妹，可身在武川县
的姐妹俩实在腾不开身来呼和浩特，她们就说
服大姐张荣丽提前退休去呼和浩特接管这些
特殊的孩子。

张荣丽接管这些孩子，当时是很艰难的一
个选择，首先需要接受提前退休每月工资比正
常退休少领3000多块钱的损失，其次安享晚年
的计划就此搁置，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张荣
丽动了恻隐之心，顾不得种种顾虑，接管了17
个特殊孩子的康复训练。这些孩子有的是聋
儿，有的智障、肢残，还有的是自闭症孩子，在
特殊教育专业上，张荣丽毕竟是个外行，两个
将她带入这一行的妹妹成了她的老师，只要有
时间，妹妹们就会赶到大姐身边，手把手教她
训练聋哑孩子发音。

5岁的范梦琪就是17位小天使中的一员，
她出生一个月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耳聋，为了给
她治病，父母花掉家里所有积蓄并欠下十几万
元外债，母亲最终不堪压力，在范梦琪3岁时与
父亲离婚。范梦琪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
的康复治疗，带着女儿从通辽农村老家来到呼
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接受训练，父女两
租住在郊区的一间平房里。从农村来到陌生城
市的他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得在一家废品收

购站做搬运工，收入仅够
父女二人的生活费，女儿
的治疗费说断就断了，四
个多月没交学费了。令他
欣慰的是，女儿经过一段
时间的康复训练后，发音
和认知明显进步很多。她
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

“妈妈”，但只把老师唤作妈妈······
12岁的郭小璟也住在这个大家庭里，她患

有先天性脑瘫，智力正常，但是生活不能自理，
上下楼梯、上厕所都需要有人背。为了让她达
到生活自理，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老
师们专门为她制定了一套高强度的康复方案。
练习走路是郭小璟最难跨过的一道坎，从老师
抱着她的腰迈开第一步，到逐渐放开双手自己
走，她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流过多少眼泪，几
次想要放弃。现在，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郭小璟能持续行走40分钟，她在这里时刻得到
鼓励，取得进步，再也不是那个曾经遭人嫌弃
的女孩了。

孩子们的训练看到了成果，可是校长张荣
丽却撑不下去了。开办康复机构的经费靠的是
孩子们缴纳的培训费和食宿费，这里的孩子每
个月收费1500元，在同等康复机构属于低收
费，可仍有大部分家长拖延着不肯缴费，进一
步了解后张荣丽才知道，这些孩子大多是单亲
或留守儿童，贫病的家庭不能保证如期甚至足
额交费，有的家庭一个月给500元的，还有一个
礼拜给60元的，跟奶奶生活的一个孩子，没钱
交费，把南瓜、小米拿过来。最困难的时期张荣
丽只好将自己和丈夫每个月一万多元的退休
工资投入到康复之家。康复之家从2017年2月
成立后一直入不敷出，不到8个月支出近30万
元，而收取的康复费用只有5万多，即便张荣丽
将自己和丈夫的退休工资全部投入仍然无力
维持。

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了解到康
复之家所处的困境后，将张荣丽和她的17位小
天使的故事搬上荧幕，在内蒙古卫视“福彩·草
原情”栏目中进行了播出报道，同时还利用福
彩公益金对康复之家包括范梦琪在内的5个孩
子进行了每人5000元的资助，希望通过此举呼
唤更多爱心人士关注
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困
境，笑对人生风雨。

内蒙古福彩力助不幸儿童笑对人生风雨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
坚决落实“房住不炒”政策
定位、抑制投机仍将是未
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要
方向，各地将调控力度不
减，继续“因城施策”。

“房地产市场还存在一
些结构性矛盾。”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今
年以来三四线城市房价涨
幅较高，一些热点城市上涨
的压力较大，但一些边远地
区、人口外流压力较大的地

区还有一些库存，因此要因
城施策，精准调控。

“当前，房地产调控已
明显由一二线城市向三四
线城市全面铺开。”中原地
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7
月份不少城市上半年出台
的调控政策正式落地，各
地房价预期有望趋稳。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
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说，分类增加住房有效供
给才能促进供需趋向平

衡，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公
租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
等多元供给，保障困难人
群住有所居；另一方面，各
个城市也需要根据自身特
点，提供中高端住宅产品
满足市场化需求。

多位专家表示，要从土
地、金融、财税、多层次住房
供给体系、房地产法律法规
等方面继续综合施策，建立
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1-6月，各地房地产调控
政策发布次数高达192次，比
去年同期的116次多出65％。
共有73个城市出台调控政
策，包含限购政策135条、限
贷政策176条，51个城市以及
海南全域实行限售政策。

上半年的调控内容不
仅仅局限于简单限购、限
售、限价、限贷，因城施策和
分类调控特征明显，手段也
更加多元。

———限制房价涨幅，规

范市场秩序。

上半年，多地加强了商
品房销售价格管理和市场
监管力度。如威海和聊城等
地规定新房3个月内不得涨
价；昆明也要求新房预售价
格6个月后方可申请调整，
且在12个月内合同网签备
案均价上浮不得超过6％。

武汉、江门、佛山、赣州、海
南等地则先后出台市场监
管措施，直指炒卖房源、茶水
费、阴阳合同等乱象，新房
销售严格执行政府审批价。

———收紧房贷，利率普

遍上浮。

上半年，热点城市房贷
利率逐月上浮。年初，一线
城市首套房贷款利率率先
提高，广州、北京和深圳的
首套房利率上浮10％目前
已成主流；春节后，武汉、南
京、成都、合肥和福州等热
点二线城市陆续收紧房贷
额度、上调房贷利率。如长
沙、天津和南京的首套房贷
款利率上浮15％、二套房上
浮20％；武汉和宁波的多家
银行首套房利率上浮20％、
二套房上浮30％。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全国房贷市场开始

呈现收紧态势。6月份，全国
首套和二套房贷平均利率
已涨至5.64％和6.01％，同
比分别上涨15％和10.7％。

“这些举措有效抑制了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需求。”
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说。

———摇号扩围，频打政

策“补丁”。

去年南京、上海、长沙、
成都等城市率先出台新房
销售摇号政策，自今年3月
开始，实施摇号政策的城市
不断扩容，武汉、西安、杭
州、福州和青岛高新区等地
也相继加入摇号队列。

针对在摇号过程中，部
分城市频现的购房“壳公
司”、关系户内定房源等乱
象，一些城市为摇号政策打
了“补丁”，如西安、长沙、杭
州和上海均已限制公司购
房行为。

楼市调控近200次

坚决落实“房住不炒”

从调控效果来看，上半
年全国房价波动趋缓，以北
上深为代表的热点城市楼
市调控效果显著。但另一方
面，部分二三四线城市出现

“轮动涨价”现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年6月份70个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显示，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61
个，辽宁丹东以高达15％的
幅度领涨全国；深圳、北京

和上海则分别延续了10个
月、9个月和6个月的连跌。

数据同时显示，6月份，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
别上涨6.3％和4.6％，涨幅
持续扩大。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
跃进认为，今年以来，西安、
郑州、长沙等二三线城市人
才落户门槛降低，导致短期
涌入大量人口，刚需群体扩
大，房价出现阶段性上涨。

多个三四线城市成交
量放大、价格上涨。克而瑞研
究中心数据显示，上半年三
四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占
比超过六成。四川南充、贵州
遵义等三四线城市连续多月
房价同比涨幅超过10％。

中国社科院城市所不
动产室主任王业强认为，在
热点城市严控之下，部分三
四线城市由于购房政策仍
相对宽松，承接了房地产投
资投机性需求的溢出。

部分楼市为何热度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