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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针对北京西城区教改政策发布
煽动性信息引发群体性聚集，涉嫌寻衅
滋事，北京我爱我家2名经纪人已被刑
事拘留。”近日这则消息在楼市扔下一颗

“闷雷”。
此前的7月4日，北京市西城区房管

局召开工作会要求中介机构：不得以学
区房为卖点发布房源；不接受价格明显
高于市场价格的委托；强化从业人员管
理与培训，严格落实相关规定，不得参与
炒作学区房的任何活动。

不只北京，全国多地已用行动表明
“严禁炒作学区房”不是说说而已。“学区
房永远涨，一房解千愁”的局面，真的要
结束了吗？

巨资买的学区房，成了“开盲盒”？

“西城房本是‘731’之后的，全都给
派去了‘渣校’(即比较一般的学校)，可以
说这几千万的学区房是白买了。”北京市
西城区一位家长李女士向中新网表示。

7月4日，为期两天的北京市西城区
2021年小学入学意向填报结束。一些
为了孩子入学在去年7月31日之后斥巨
资买下德胜、月坛和金融街片区学区房
的家长，看到的填报系统却显示，原本可
以进的“牛小”(即优质小学)基本上都没

了学位，只能选择其他片区的普通小学。
让西城区学前儿童家长感到头皮发

麻的“731”是什么？这是去年西城区公
布的一条新政策，规定自2020年7月31
日后，新购房家庭子女上小学不再对应
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
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通俗来说，此前，一套住房对应着一
个确定的学校；多校划片后，即使是之前
高价买入的“牛校”学区房，也对应了多
个学校，随机派位。

“斥巨资购买的‘限量VIP’也成了
‘开盲盒’。”李女士说，自己认识的家长，
有人在“731”之后选择赌一把，因为之前
有如果学位充足还是单校划片方式录取
的先例，但没想到今年西城的优质小学
直接对“731”后购房者彻底关上大门。

中介不敢提“学区”两字，有房子降
价20-30万

“每年的4月下旬都是入学政策公
布的时间，当年落户必须又要在5月1号
之前才能赶得上入学的申请，所以学区
房每年都是春节前到4月份会比较的火
热。”北京市西城区一位中介称。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北京二手房市
场一季度成交约52585套，成交量环比

增速在30%以上，主要在于西城、海淀学
区房成交量上涨。

“有一天早上8点，我带着客户赶在
她上班前去看一处学区房。结果到了发
现屋里挤得满满当当，已经有5、6组人
正在看房。我的客户进去大概看了一下
厨房和卫生间，就直接拍板定下来了，给
我也吓一跳。”这位中介回忆道。

近年来，受学区政策的影响，学区房
市场火热，价格屡创新高。西城区德胜、
月坛和金融街片区这三大优质教育资源
区域更是“顶流中的顶流”：14万-16万
元/㎡已成均价，20万/㎡以上的价格频
现，房价一夜之间跳涨几十万的消息也
大多发生于此。

但是，“现在所有中介都不敢涉及这
些了，更不会提‘学区’两个字。”某中介人
士7月6日向中新网称，今年以来，尤其是

“430”之后，学区房在业内就成了“大忌”。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

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
作房价。”这也是学区房问题首次在如此
高规格会议中被点名。

有关部门屡次敲打，加上西城区执
行幼升小政策的力度，多位中介人士告
诉中新网，目前整个重点区域的市场观
望态度比较浓厚。

据媒体报道，西城德胜片区有房源
紧急降价，业主报价从1000万元降至
920万元，直降80万元。某位中介表示，
目前自己手里的房源虽未见到这么大的
跌幅，但不少之前心气儿极高、一分钱不
降的业主也略有动摇。“千万以上的房
子，浮动降20-30万是有的。”

曾经异常坚挺的深圳学区房价格也
出现松动，在南山区，名为“观海台”的楼
盘房源，两天内报价下调140万元。在
上海，因均衡教育政策出台，学区房购买
者观望心态加重，有家长“叫停”了购买
计划，准备观望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学区房将彻底凉凉？

“顶级学区房源可能确实在降，但同
时因为有了摇号的概率，不少西城不那
么好的学区也趁乱涨价了。”据李女士了
解的情况，目前是“12万的跌到10万，8
万的涨到10万。”

李女士是从北京市东城区长大的本
地人，为了结婚卖了东城的学区房在大
兴区买了套大房子。但舒服日子没过多
久，孩子今年才2岁，她就已经在考虑如
何解决小孩的上学问题。

李女士说，邻居2013年执意把大兴
区的房子卖掉换了德胜片区“老破小”，
今年孩子小升初考上了北京四中，周围
人都羡慕坏了。“越等越贵啊，她买的房
子2012年还是5万/㎡，结果拖到2013
年底成交涨到了8万/㎡，不过听说现在
又翻倍了。”

“我家附近就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上学就几分钟路程，但大兴好学校相
对少，九年轻松了，初升高压力就大了。”
李女士说。

“大部分家长还是觉得，无论政策怎
么变，入学就近的原则肯定错不了，未来
还是得卡落户年限，早入手早心安。”某
中介人士说。

这或许是西城学区房政策如此收紧
的情况下，还有人着急“上车”原因。李
女士说，自己正是因为看到了政策的波
动，想着买个非重点学区的学区房，看看
能不能也一起全区派位，拿个好学校的
入场券。

“只要学校的教学水平、升学率有高
低之分，就自然会有学校的优劣之别，优
质学校就会一直受追捧，学区房本身的
价值逻辑就不会被打破。”有房地产行业
人士认为。

克而瑞研究中心也认为，短期来看，
学区房调控如上海效果显著，热点学区
房带看、成交量下降。但长远来看，要彻
底消除利用学区房投机炒作的可能，根
本方法是将入学和购房脱钩解绑。

你为“学区房”发过愁吗？
来源：山西新闻网

俩中介被刑拘！“炒作学区房”彻底凉凉？


当前，不少人仍然认为在室内公共
场所抽烟“理所当然”，二手烟暴露对孕
妇及儿童健康的危害严重。虽然全国多
地立法控烟已经实施多年，但控烟成效
不容乐观，有的地方室内公共场所控烟
甚至“形同虚设”，沦为一纸空文。

公共场所吸烟者“吞云吐雾”二手
烟暴露威胁健康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不少人认为在
室内公共场所抽烟“理所当然”。“我自己
抽根烟，又没碍着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在成都一家茶馆里，记者随机问了几位
正在“吞云吐雾”的抽烟者，他们大多觉
得室内公共场所抽烟很正常。

“二手烟危害很大，长期吸入二手烟
的儿童比同龄人更易患感冒、支气管炎、
肺炎、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体格
发育也相对迟缓。”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
吸内科医生唐勇军说。

“烟草中含有一氧化碳、尼古丁、焦
油等有害元素，长期大量吸烟，容易损伤
支气管和肺泡壁，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
容易引起慢阻肺、冠心病等多种疾病。”

湖南省胸科医院院长唐细良告诉记者，
二手烟对女性的伤害也很大，长期暴露
在二手烟下可使女性月经紊乱、雌激素
低下、骨质疏松等，危及妊娠期妇女及胎
儿的健康，严重的还可引发宫颈癌、子宫
癌等多种疾病。

法律缺、落实难、执行弱 室内公共
场所禁烟任重道远

记者调查了解到，虽然全国多地立
法控烟已经实施多年，但控烟成效不容
乐观，有的室内公共场所控烟“形同虚
设”，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正遭受二手
烟的伤害。

——顶层设计仍不完善。记者了解
到，2011年3月，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增加了“室内公共
场所禁止吸烟”等规定。按照规定，公共
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
语和标志，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
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公共场所
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公共场所经营者
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
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

虽然有相关规定，但当前顶层设计
仍不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介绍，至今还没有一部有针对性
的全国性公共场所控烟禁烟法规，法律
上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对公共场所吸烟者
说“不”。

——地方性控烟禁烟法规落实难。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一些城市出台了地
方性的公共场所控烟禁烟法规，但执行
力度很难保证；很多城市的控烟禁烟地
方法规仍然还在路上。例如，《成都市公
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规定，市民在禁止吸烟场所吸
烟，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经营者和管
理者违反相关规定，最高将面临2万元
罚款。但这份控制吸烟条例从2019年5
月开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至今仍没
有正式实施。

“如果地方缺乏有效性探索，全国性
法律也难以出台。”刘俊海说。

——基层执法主体不明，执法力度
弱。“目前很多地方都没有明确到底公共
场所禁烟控烟属于哪个部门管，谁有权

执法，怎么处理，基层也很难办。”成都一
位基层执法人员坦言，很多时候，出现类
似纠纷也只能靠调解解决。

呼吁国家层面禁烟立法 全面控烟
需提速

唐细良建议，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
提升，公共场所无烟环境已逐渐成为社
会共识，亟待全方位加强控烟。

刘俊海呼吁，应尽快实施全国性的
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加大烟草危害健康
的宣传，政府部门可以设立违反控烟条
例行为的举报电话，受理来自个人、单
位举报的控烟投诉事项，建立专业的监
督检查队伍，制定严格的监督检查措施
和具体的惩处细则，确保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和公众严格遵守禁止在公
众场合吸烟的法规和规定。

同时，控烟也是一项全民行动。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陈锋
认为，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还应该加
强对烟草危害的科普教育，让更多人意
识到吸二手烟的坏处，能够主动维护公
共场所的无烟环境，不仅规范个人的吸
烟行为，更要加强对居民健康生活方式
的引导。

此外，加快建立基层可操作的常态
化控烟监督检查机制也势在必行。“可以
探索定期对公共场所控烟禁烟情况监督
曝光，建立公开透明的举报机制等，并尽
快出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陈锋说。

新华社记者 帅 才、董小红

公共场所随意“吞云吐雾”为何难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