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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购并举，倡导理性消费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购并举”——近几年，在政
策的持续引导下，住房消费观念悄然改变。

山东济南的王海波今年 36 岁，几年前买了自己的
婚房。在他看来，住房消费应主要取决于生活需要。

“我觉得，一个家庭两套房以内算是合理需求。超出这
个范围的需求如果不加以限制，就可能影响多数人正常
需求的释放。”王海波的话，代表了一大批普通购房者
的想法。

买房之外，租房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获取理想居
住环境的重要途径。

“我刚参加工作，不急于买房，租房挺好的。我希
望，大城市的租赁房供给能多一点，供给多了，租金自
然就能降一些。特别是北上广深这种外来人口比较多的
地方，应该加大租赁住房的供给。”在北京一家金融公
司工作的张辰哲表示，房子还涉及教育、民生、就业等
问题，提倡“租购并举”，在这些方面对租赁房也应给
予一定的保障。

在杭州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姑娘林晓佩表示，自己会
根据收入和家庭需要买房。目前她主要关注租房市场，
最期待的是政府能进一步丰富公租房的类型。“公租房
种类还是太少，位置普遍不太好，申请难度大。大部分
租房者尤其是年轻人，收入的一大部分都交房租了。如
果价格不太高的公租房能提高供给水平，就能减轻不少
压力。”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指出，过去很长一个
阶段里，房地产和金融两个板块相互推动，部分城市房
价出现快速上涨，投资投机性购房活跃，不利于生产、
消费良性循环。“十四五”时期，“房住不炒”政策基调
将继续坚持，对房地产金融监管力度不放松，人们住房
消费观念也更趋理性，有利于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总体来看，房地产的政策目标框架也在转向民
生。当前住房补短板，主要是弥补此前多年重购轻租导
致的供应结构失衡，是为了降低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的
住房差距。可以预见，今后保障房的主体是租赁住房，
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市场化的长租房以及政
府的公租房。”许小乐说。

“房住不炒”，政策方向明晰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住房属性向消费和
民生保障转变的脚步不会停。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分别达到39平方米和47.3平方米，城乡居民住
房条件大为改善。“十四五”期间，国家深入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
新市民和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每年还将有一定的新增住
房消费需求。同时，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和
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将释放更多改善性新需求。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展望“十四
五”发展时强调，将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
段，时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根弦，全面落实房地产
长效机制，强化城市主体责任，因地制宜、多策并举，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开局之年，有哪些举措？
据介绍，在政策上，国家将加强住宅用地管理，完

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快研究编制“十四
五”住房发展规划；在监测预警上，将常态化开展月度
监测、季度评价、年度考核，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在住

房供给上，将加快构建以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
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户籍住
房和收入“双困”家庭，政策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无房
新市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买房还是租房，无论在一线城
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住不炒”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我不太看重房子的投资属性，房子就是用来住
的。房子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有属于自己的落脚点。
当然，房子本身也可以算是一种资产，但我对它的预期
不是说一定要升值，不要太贬值就可以。”在上海生活
的李心笛认为，房子投资升值的空间越来越小，如今理
财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没有必要为了增值而花很多钱去
买房子。

转型升级，健康发展可期

房地产企业也在积极主动转型，在增量上更关注房
屋品质，同时聚焦租赁房；存量上则下更大功夫，以优
质服务、打造智能社区等谋求健康发展。

不久前，全国首个集体土地租赁项目——万科泊寓
成寿寺社区在京亮相，吸引了很多人关注。据了解，该
地块曾经被规划为多功能建设用地，但一直没有找准建
设方向。

当地村集体与万科合作后，事情发生了积极变化：
村集体提供土地的经营权，万科前期投入建设开发成

本，通过精心设计运营实现多方长期可持续的收益。如
果盈利超出预期，村集体还会在保底租金收益的基础上分
享一定的超额收益。对租赁居住者而言，万科发挥自身优
势，将社区打造成“一站式休闲生活新空间”，塑造集咖
啡、书吧、健身、艺术、交友于一体的青年聚集地，同时
由于从村集体拿地节省了土地成本，房屋租金仅为周边同
品质房型的70％—80％，受到不少年轻人青睐。

当代置业则将居住产品的品质和对业主的服务作为
战略着力点，聚焦创新的产品理念、个性化的设计、舒
适的人居体验和精细化的物业。在规划设计、产品开发
方面，当代置业积极使用绿色健康科技来提升产品品
质，以舒适节能的居住体验来升级客户生活，打造绿色
健康复合社区，也收获了市场的积极响应。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表示：“房地产未来
发展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回归’。也就是说，房地产要
回归居住的本质，回归客户的基本需求。我们认为，客
户的基本需求主要包括居住的安全性、舒适度和便捷
感，如今又增加了对于健康性的关注。房地产企业要积
极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人居的向往及追求，并谋
求自身发展。”

许小乐分析，“十四五”时期，“健康发展”将成为
房地产行业的主旋律。具体来看，这意味着居民基于城
市迁移、家庭变化、收入增长的住房改善需求得到满
足，房价涨幅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相匹配，房屋装
修、改造、租赁、物业管理等一系列住房服务得到充
分发展，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居住服务领域市场进
一步壮大。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备受期待——

房地产发展，落脚点是民生
王俊岭 都 芃

“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
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
展明确了方向。

住有所居，是最基本的民生之一，牵动人心。随着房地产行业定位更加清晰，人们的住房消费心
态也更加理性，对未来更有信心。

脱贫有多难，贺州人
就有多努力。“十三五”以
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
市 所 辖 的 5 个 贫 困 县

（区） 全部摘帽，281 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31.77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甩掉“穷
帽 子 ”，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13.88%降至零。

“我们坚持把脱贫攻坚
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
大的民生工程和最大的发
展机遇，全力以赴完成脱
贫任务。”贺州市委书记李
宏庆说。

路要通。贺州市平桂
区鹅塘镇槽碓村坐落在大
桂山山脉之中，是贺州6个
土 瑶 聚 居 深 度 贫 困 村 之
一。 62 岁的村民盘木转，
之前去过鹅塘镇上的次数
用 10 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
来。“以前，赶集早上 5 点
就要出门，就算走得快，
回到家也得晚上 9 点了。”
盘木转感叹，现在，一条
条通往村外的水泥路让他
看到了希望，去镇上骑摩
托车 30 多分钟就能到了。
目前，贺州市 707 个建制
村已全部通硬化路，贫困
地区的出行问题得到极大
改善。

水要畅。缺水一直是
困扰平桂区羊头镇龙山村
发展的难题。虞树友是龙
山村的村支书，他回忆，
以前遇到旱季，他跟家人
只能到老井打水，挑一担
水就得花半个多小时的时
间。自从龙山村实施农村
饮 水 安 全 巩 固 提 升 工 程
后，不仅家家户户都用上
了山泉水，还在 2018 年 7
月引进了平桂区现代设施
农 业 龙 马 产 业 园 项 目 。
2018 年，龙山村村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 7654 元，贫困
发生率降至2.47%。

要让村民们住上新房。“以前住在茅草屋里，四面透
风，一到冬天就冷得受不了，还经常停电。”坐在明亮的
客厅里，提起以前的生活，村民盘春贵记忆犹新。此
时，他从贺州市6个土瑶聚居深贫村之一的金竹村搬出来
已有两年多了。盘春贵介绍，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精准帮
扶下，他们一家4口以1万元认购了平桂区老乡家园一套
90平方米的新房子。据了解，贺州市25个扶贫搬迁安置
点的配套基础设施已全部完善到位，小区内道路硬化、
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全部完成，市场、超市全部规划到
位，建成管理服务各类机构办公用业务房 50 处 （幢）
16046平方米，移民公共活动场所17个，全面满足了移民
群众的生活需要。

在实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的同
时，贺州市还力保群众“能发展、可致富”。

42岁的廖燕云原本住在钟山县珊瑚镇新民村，全家
14口人，住着很不方便。现在她搬到该县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小区圆梦苑，并在钟山县菲太电子有限公司的扶
贫车间找到了一份工作。“居住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我
在旁边上班也很方便，每个月收入有 2700 元左右。”廖
燕云说。

在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中，贺州认真做好扶贫
搬迁的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创业就业专项规划。目前，
贺州全市12715户搬迁对象已实现每户至少有一个增收渠
道，有劳动能力家庭至少有1人以上就业。

沙田镇新民村是平桂区 6 个土瑶聚居深度贫困村之
一。2017 年，该村凭借高寒的地理位置和优质的水资
源成功发展种植茭白 100 多亩，基地采取支部+合作
社+农户 （贫困户） 的模式，种植第一年就获得明显的
经济效益。

广西地矿局驻新民村第一书记韦连军说：“为鼓励
更多的贫困户参与，平桂区出台扶持政策，贫困户每
种植 1 亩茭白获得扶持补助资金 500 元，仅 2018 年全村
种植茭白面积就达 480 亩，33 户贫困户参与种植，每亩
产值达 5000 元以上。2019 年，该村的茭白种植面积达
600 多亩。茭白种植成为新民村贫困户持续增收的渠道
之一。”

经过 3 年集中攻坚，6个“土瑶”村已全部脱贫出列，
“土瑶”聚居区贫困发生率从 2017 年底的 51.73%下降至
0，整个“土瑶”支系如期实现全面脱贫。

贺州市长林冠表示，贺州将在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基础上，健全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迈入“十四五”
聚焦消费新亮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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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寇江泽）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宣布，“十三
五”期间，中国加强野生动物栖息
地保护和拯救繁育，采取就地保
护、迁地保护、回归自然等措施持
续开展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大
熊猫、朱鹮、亚洲象、藏羚羊、苏
铁、西藏巨柏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

5年来，通过系统实施濒危物
种拯救工程，中国建立了占国土面
积18%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有效保
护了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
统、65%的高等植物群落，85%的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

“十三五”期间，中国为 3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
的人工繁育种群。其中，人工繁育
大熊猫数量实现快速优质增长，繁
育成活大熊猫258只，人工圈养种
群总数达到633只。对大熊猫、麋
鹿、朱鹮、林麝、白颈长尾雉、黑
叶猴等一大批野生动物实现放归自
然，并不断扩大放归区域和范围，
特别是曾在野外消失的野马、麋
鹿，已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9只
人工繁育大熊猫放归自然，并成功
融入野生种群。目前，大熊猫野生
种群增至 1864 只，朱鹮野外种群
和 人 工 繁 育 种 群 总 数 超 过 4000

只 ， 亚 洲 象 野 外 种 群 增 至 300
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 30 万
只以上。

通过对德保苏铁、华盖木、百
山祖冷杉、天台鹅耳枥、普陀鹅耳
枥等近百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实施
抢救性保护，使部分濒危物种种群
数量逐步恢复。目前，全国建有
近200个各级各类植物园，收集保
存 2 万多个物种，占植物区系的
2/3。基本完成了苏铁、棕榈和原
产中国的重点兰科、木兰科植物等
珍稀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野外回归约120个物种，其中
多为中国特有种。

建立占国土面积18%的各类自然保护地——

中国珍稀濒危物种实现恢复性增长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积
极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兴建棚改房，
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图为泰和县
棚改房龙华小区。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居住服务体验日益受到全社会的
重视。在河北省滦州市教场村，目前已
发展特色民宿及农家乐100多家。图为游
客正在民宿休闲。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手工造纸

吸睛
近日，“中国手工造

纸的技·艺”主题展览在
中国科技馆拉开帷幕。该
展览分为“技之源”、“匠
之心”等五个主题展区，
全面展示了中国手工造纸
的工艺知识、科技内涵、
传 承 人 物 和 纸 艺 创 新 成
果，增进了观众对手工纸
的认知与理解。图为 1 月
10日，观众正在参观纸模
艺术品“火烈鸟”。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