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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号购房警示号购房警示
（（11月月44日发布日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商品
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以下
房地产开发项目在 1 月 4 日
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禁止销售：

1.位于淞江路与邙山路交
叉口西南角的“漯河食品批发
交易市场”。

2.位于嵩山路北段路西的
“联合一百世贸中心”（世豪公
馆）。

3.位于柳江路与五一路交
叉口的“蓝湖小区”。

4.位于泰山路南段西侧的
“漯河开源大唐凤凰府”。

5.位于人民路与五一路交
叉口的“锦华·国际”（精英名
座）1#、2#楼。

6.位于黄河路与邙山路交
叉口的“金涵花园”。

7.位于 107 国道沙河桥北
的“水畔城邦”。

8.位于人民路与燕山路交
叉口的“万盛香槟国际”8#楼。

9.位于汉江路西段的“阳
光 福 园 ”5#、6#、7#、8#、9#、
10#、11#、12#、13#、15#、16#、
17#、18#、19#、20#、21#、22#、
23#、24#楼。

10.位于东方大市场中段
路 南 的“ 六 合 世 家 ” 26#、
27#、28#、29#楼。

11.位于长江路高铁站东
600 米 路 南“ 滨 湖 国 际·公 园
里”。

12.位于黄河路东段黄河
桥东路北的“金色龙湾”三期。

13.位于 107 国道路西，241
省道路北（阴阳赵路口）的“天
福·泊悦城”7#、8#、9#、10#、
11#楼。

14.位于淞江路与白云山
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苹果时
光”。

15.位于黄河路与解放路
交叉口的“沙河壹号”。

16.位于人民路与中山路
交 叉 口 的“ 正 邦·金 运 花 园 ”
1#、2#、5#、6#、7#、8#、9#楼。

17.位于黄河路与韶山路
交叉口的“忆江南”（原名：江
上风 1#、3#楼已取得）其余未
取得。

18.位于 107 国道与 241 省
道交叉口西南角的“天悦城”。

19.位于柳江路与经二路
交会处（福祥工业园）的“福祥
阳 光 城 ”29#、30#、31#、32#、
33#楼。

20.位于人民路南侧，京广
街 东 侧（烟 厂 西 隔 壁）的“ 超
强·尚苑”小区。

21.位于柳江路与 107 国道
交叉口的“品尚峰汇”（深圳中
德宝汽车城项目）2#、4#、5#、
6#楼。

22.位于燕山路中段的“旭
峰佳苑”1#楼。

23.位于滨河路与民生街
交叉口的“华东·温哥华”（滨
河花园）1#楼 14~30 层。

24.位于淞江路与金山路
交 叉 口 西 南 角 的“ 华 东 森 林
湖”A22#、A23#、A35#（别墅）。

25.位于人民路与燕山路
交 叉 口 东 的“ 东 方·罗 曼 城 ”
（百合春天）2#、3#、5#楼。

26.位于人民路东段北侧
（翟庄）的“红太阳·平安家园”
小区。

27.位于西城区月湾湖路
的“鼎昱·畅园国际”18#楼。

28.位于淞江路与井冈山
路交叉口北的“宏景新城”。

29.位于牡丹江路与太行
山路交会处的“泰华·领寓”。

30.位于黄河路东段沙河
桥东路南的“康桥水岸”二期
1#、2#、3#、5#、6#、13#、15#、
16#楼。

31.位于滦河路与中山路
交叉口的“亿博·翰林汇”17#
楼。

32.位于人民路与阳山路
交叉口“东城国际布鲁斯”。

33.位于辽河路与嵩山路
交会处的“恒润城市广场”。

34.位于龙江路与白云山
大道交叉口西南角的“曦城首
座”。

35.位于滨河路东段路南
的“光明水岸花园”2#楼。

36.位于漓江路中段路南
的“鼎盛新苑”。

37.位于汉江路与太行山
路交叉口向西 200 米的“永信·
伯爵山”15#、16#楼。

38.位于郾城区淞江路中
段（涵洞东路南）的“檀溪谷”。

39.位于黄河路与中山路
交叉口东南角的“泰威·中央
公园” 31#楼。

40.位于玉河路南侧，玉泉
路 东 侧 的 漯 河 建 业 桂 园（二
期）。

41.位于人民路北侧人民
医院对面“漯河·玫瑰园”。

温馨提示：1.选房先看预
售证；2.合同网上来签订；3.首
付缴纳到专户（预售资金监管
专用账户）；4.验房索要两个
书；5.购房警示常关注。未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
屋，请不要购买或缴纳任何性
质的预订金。市房产监察支队
投诉电话：3105222，24小时热
线：15503956013。 微信号：
jczd15503956013。

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警
示信息。

登 录 网 页 ：http://www.
lhfdc.gov.cn/xzzf.asp，查 看 更
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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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向被认为是房地产的第一选
择，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新的机遇可能会出现在农村。

2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2018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这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
署，建设康养基地、乡村民宿和特色小镇。

研究人员指出，政府战略政策的推
动，往往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机遇。“很
多机会在开始之初因条件不成熟，被认为
可能风险较大。但回头看一些现在的大型
企业，有不少是抓住改革机遇从小企业逐
渐成长起来的。”多利农庄一位副总裁表
示。

旭辉集团一位高层则表示，地产界除
了有规模超大的房企，未来房地产还会有
新的机遇，涌现一批小而美的地产运营或
投资企业。这些公司，可能会在特色乡镇
建设中成长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点出了在乡村建设中与房地产相关的

一些重点议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魏雪飞认

为，预计之后政府部门将出台与此相关的
落地政策，一些地方也将加大推进力度。
在这一战略下，特色小镇以及田园综合体
被认为是未来颇有发展前景的领域。

对于田园综合体，业界认为这是一种
将商业融入进来的发展模式。其主要思路
是，通过企业参与，带有商业模式的顶层
设计；通过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以及多方
共建，展开开发、投资和运营。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政策层面推进集
体建设用地可租用，解决了一项重要问
题。“按相关规定通过收储集体建设用
地，具有独特资源的乡村，不只可以做旅
游、自然风光类产业，还可以开发农家
乐、养老、度假等设施。此外，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在特大城市周边选择交通、配
套相对成熟的地区，也可以建设长租公
寓。”中原地产高级研究经理卢文曦说。
卢文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开发商

来说也可能是新的机遇。
卢文曦指出，目前一线城市土地供应

少，房企拿地成本高、开发运营也相当辛
苦。如果振兴乡村配套政府得以推进，将
给开发商带来新的机会。虽然在田园综合
体建设中，房企不能完全走此前传统的开
发销售住宅套路，但对房企却不失为转型
的一个时机，可以利用这次政策利好，尝
试转型。

关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政府在文件
中指出，应让土地作为要素流动起来，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推
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释放更
多资金活力。

对于农村集体建设土地的利用，一号
文件也画了红线。“如城市居民不能购买
小产权房等，这也是理顺农村建设用地使
用的机制，以保证土地规范有序使用。”
卢文曦说。

“获得土地后，开发完房子卖掉快速
回笼资金，赚一票就走的这种模式，将无

法长久。重要的是经营、通过运营产生增
值和收益，而不是过度炒高土地价格。”
多利农庄一位副总裁表示。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心研究
员姚子刚指出，振兴乡村战略中，地产开
发会成为重要一环，但其角色将不只是龙
头之一，更是一种载体。

姚子刚认为，如果乡村振兴战略得以
实现，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结构以及城市房
地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城市房地产火热一个重要的背景，
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如果振兴乡村战略一二三产
业体系的建设获得成功，乡村人口进入城
市的数量会有所减少。”近期在上海的一
场研论会上姚子刚认为，振兴乡村对于缓
解大城市人口与土地资源紧张，将起到不
小的作用。

研究人员指出，振兴乡村并不意味着
大城市楼市的衰落，而是城市与乡村将进
入均衡和良性互动发展的新阶段。 人民

振兴乡村蕴含地产新机遇
炒地开发模式或难继续

■本报记者 刘 丹
“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

在中国的民间传统习俗里，农历腊月二十
八这天，无论是发面，还是蒸馒头、贴对
联，都代表着各家各户在忙着过年。习惯
了北方春节的忙碌和迎来送往的我们，是
否想给自己和家人换一种过节方式，让春
节与椰树蓝天为伴，体验另一种年味风
情？

做旅居时尚达人

“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的
生活”。刚刚结束一周海南度假生活的
李女士幸福地“吐槽”，她的一位朋友
2016 年在海南租房过冬，当时自己很惊
讶也很羡慕，三个月，在那么遥远的地
方，能适应吗？

但是，这位朋友去年毫不犹豫地跟
着本报购房的举动也让李女士放下了
心中的疑惑，趁着春节前带着家人去
海南玩儿了一圈，并到朋友的房子里
参观小住。“租房也不便宜，特别是春

节期间，房租从每月两千元到两万多
元都有。”朋友告诉她现在房租那么
贵，每年都有上涨，还不如自己买一
套，随时可以带着家人过来，再也不
用担心住的问题，而且在自己家里还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饭菜，想想都觉得
很美。

李女士的朋友算是近两年旅居者的
代表。随着海南房地产的火热，全国
各地尤其是北方的购房者蜂拥而至，
抢占为数不多的房源。但总归“僧多
粥少”，2017 年海南加大调控力度，房
地产调控政策频出，9 月更是出台了全
岛停批 100 平方米以下商品房的政策，
此举代表了海南政府保护海南生态资
源的决心，也意味着小户型房源是卖
一套少一套了，未来异地人群在此置
业门槛将会大幅提升。

看着朋友的果断出手，加上自己和
家 人 的 实 地 体 会 ， 李 女 士 也 不 由 心
动。“2018 年春节之后，趁着海南还有
部分小户型，我也要认真考虑下要不
要买一套了。”李女士感慨地说。

魅力临高为健康生活加分

海南纯净的空气、超高的森林覆盖
率、温暖的气候……无不让众人为之向
往，但在海南哪里置业更适合自己呢？

三亚、海口作为炙手可热的旅游之
地，每平方米高达 4 万元左右的房价不
是每一个家庭都能承受的，对于我们
大多数市民来说，选择一个性价比高
的地方买房无疑是明智之举。

本报推出的高性价比、独家优质房
源长岛蓝湾项目位于海南省临高县，
交通非常便利，环岛高铁 20 分钟即可
到达海口，高速至美兰机场仅 1 小时，
5 分钟可享 16 项区域配套，度假生活两
相宜。还有世界级梦幻双湾，四公里
纯净海岸，让每一位居者尽享阳光、
沙滩之美。欢乐滨海浴场，300 米海域
内水深不足两米，是孩子们最安全的
海上乐园。项目由世界之窗设计大师
袁永杰担纲设计，独特帆船造型，面
海而筑，可以 270°欣赏海景。

长岛蓝湾目前项目在售为一、二
期，为离海 100 米的绝佳海景住宅，部
分精品现房更是拥有 45 平方米~98 平方
米多种度假户型，每平方米还可赠送
1600 元精装修。项目五证齐全，内部
配有全海南最大的 7200 平方米泳池，
以 及 45℃ 温 泉 汤 池 ， 周 边 滨 海 商 业
街、风情音乐街、星级酒店、主题公
园、四季会所、海上活动俱乐部、休
闲设施、幼儿园等配套齐全，让喜欢
大海的你畅享海岸生活。此外，项目携
手中国物业管理一级资质企业三原华
庭，为业主提供专业、贴心的物业服
务。

为了帮助读者轻松跨区域置业，本
报海南看房团会员持续招募中，如果您
对海南房源感兴趣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0395-3515111 或直接到新闻大厦 508 室
房地产新闻部咨询报名。还可享受低出
团费、低房价的超值优惠。本报房地产
新闻部将为每一位购房者提供售前、售
中、售后的一站式服务，让购房者不再
有后顾之忧。

2018相约海南 欢喜过大年

■乔金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民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
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针对这一表述，有人以为“放活宅基地和
农民房屋使用权”，意味着城里人可以去
乡下买房置业了；也有人以为，以后可以
破除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用途管制，想
怎么用就怎么用。笔者认为，宅基地制度
改革不是让城里人下乡买房置业，而是要
让闲置农房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载体、农
民增收的鲜活资源，外人不应对农民宅基
地有非分之想。

我国农村宅基地的总面积约为1.7亿
亩，约占集体建设用地的54%。宅基地是
农民以集体组织成员的名义获得的，且只
有本集体成员才能在本集体申请宅基地，
实行一户一宅、长期使用。虽然农民房屋
的建设费用由自己承担，但农民的宅基地
是无偿获得的，因此农民对宅基地拥有的

权能是不完整的。根据法律规定，农民作
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无权向具有城镇户口的
城市居民出售自有宅基地以及住房。随着
实践的发展，我国农村宅基地在使用过程
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方面，每年有大
量农民离开农村，出现大量农房、宅基地
常年闲置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一
户多宅”“建新不拆旧”以及部分“农二
代”“农三代”宅基地取得困难等问题。

应当指出，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使用权“三权分置”与承包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有很大不同。对
于承包地经营权，国家政策是鼓励其流转、
鼓励耕地适度集中的；对于宅基地，政策上
不存在鼓励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问题。因
为，宅基地制度是农村集体组织保障其成员
居住权的制度，也是集体组织成员权的体
现。如果非成员也能获取宅基地，那就侵犯
了成员的权利。因此，要严格土地用途管
制，宅基地不能违规违法买卖。

目前，我国有 33 个县在试点宅基地
制度改革。其前提是，依法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试点地区授权，批准其在试点期间
暂停执行某些法律条款。政策是要在法律
框架下先行先试，然后再根据试点的情况
来决定是否和怎样修订法律。前期的试点
在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引导农民自
愿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规范宅基地管理
和利用、改善村庄环境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成效。

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不是让城里人到农村买房置业，更不能在
宅基地上建别墅大院、私人会所，而是吸
引资金、技术、人才等城市要素流向农
村，使农民闲置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
养老等产业的有效载体。中央提出宅基地
制度改革，目的是进一步盘活宅基地，发
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用好乡村
闲置的宅基地、农房等，让农民更多分享

产业链和土地增值收益。
现阶段如果放开对宅基地流转的限

制，从短期来看似乎是增加了农民的“融
资渠道”，但从长远看失地农民想重新安
家置业势必十分困难，容易成为影响社会
稳定的隐患。可见，宅基地对农民具有重
大意义，不能轻易将其转化成其他性质的
土地。只有宅基地使用权人拥有其他合理
居住地后，经农民同意，且符合法律要
求，才可能转化成耕地或经营性建设用地。

今后各地要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
具体形式，不妨结合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
态，结合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等，在实践中
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的办法。进城农民的闲置住
房，经农民自主选择同意后，可以按有关
法律规定复垦为耕地，整治为生态用地，
有些还可以发展旅游休闲、养生养老等产
业。但不管怎么改，底线是确保农民利
益、尊重农民意愿。

宅基地改革不是让城里人下乡置业
楼市新评楼市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