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房地产周刊
审稿：朱长青 责编：羊长发 版式：严立 总检：魏谦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楼盘大观楼盘大观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多次发布高温黄色
预警。烈日下，街道上行人寥寥，然而建筑工地上
依旧忙个不停。建筑工人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像钢筋一样扎根在工地，筑起楼市的高度。

8月4日上午，我们来到和盛·中央城三期
项目建设现场。还未进工地，就能听到巨大的机
器轰鸣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工作在钢筋水
泥中，阳光直射下来，几分钟就让人感到皮肤滚
烫。今年57岁的余贵生是一名搬运工人，已经
在这工作了两年，每天需要不断地将砖块搬运
至小车上，再通过升降电梯运送至高处。据介
绍，这个工地上有上百人施工，为了避开中午最
热的时候，每天从清晨六时开始，他们便会来到
工地，直到晚上七时才会离开。

余贵生不知道自己到底运过多少砖块，他
从早到晚围着这些砖块打转，手套早就磨得漆
黑透亮。当我们询问工作的辛苦程度，他弯着腰
拖着装满砖块的小拖车往升降机走，有些吃力
地说：“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来工地做这个事，
就要好好干。”

正说着，迎面走来一个女工，满脸的汗水，她
说自己是开升降电梯的，电梯里还配有小风扇，
一天下来也不太吃亏，真正辛苦的是这些在工地
上正晒着太阳做事的工人。我们看到，当工人拖
着满载砖块的小车进入电梯后，她便神情专注地
操控起来，随着电梯上升，太阳也穿过升降机的
缝隙照在他们身上。由于温度较高，狭小的机箱
如同蒸笼一般，但却是工人们难得的休息机会。

在作业现场，雾炮正向四周喷洒水雾降温。
大桶的矿泉水摆在角落里，余贵生又运完一趟，
和工友交接后，边擦汗边大口灌着水，身上的衣
服布满一道道盐渍，扬起的灰尘也被汗水黏在
衣服上，让人看不出这衣服本来的样子。

下午4时，我们来到名人国际楼盘的施工
现场。这里正在进行最后的扫尾工作，没有巨大
的机器轰鸣，只有戴着安全帽忙碌其中的施工
人员。当我们见到建筑工人何自成时，他正在一
旁抽烟休息，听到我们的来意，他有点不好意思
地笑了：“我们干这活的，身上又脏又臭的。”阳
光下他脸上满是细密的汗水，笑的时候，那些汗
水都很晶莹地闪动起来。

何自成今年55岁，老家在新邵，每天早上7
时和工友一起从新邵坐车赶来工地。他说，自己
已经在工地上干了几十年，之前是在外面打工，
也管理过很多工地，现在年纪大了，回乡来做

事，最热的这两个月正好来做这片工地的扫尾
工作。“像那边的碧桂园小区、这边的名人国际
小区，都是我们参与过的。”谈起自己参与建设
的项目，何自成就有成就感。

“最辛苦的就是这些纯手工的工作，比如挑
砖、搬水管等，没有机械可以代替。”何自成负责
的是管网铺设，一边说着，一边弯腰用铲子铲走
碎石沙砾，一旁的工友挑起装满碎石的担子，一
脚深一脚浅地走在铺了一层绿网的沙石上。工
期有限，天气炎热，但没有人期望下雨降温，只
想趁着天气晴朗完成任务。

每天从早到晚顶着大太阳忙活，何自成却

不觉得累，反而充满干劲。他告诉我们，大儿子
已经工作了，小儿子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正在找
工作。“我得趁着干得动，多干活，还要帮我儿子
娶媳妇呢！”听到这句话，大伙儿都乐了。这些挥
洒汗水的工人们，拼着一身力气，用自己厚实的
肩膀，筑起一座座楼盘，也为自己家庭、为孩子
撑起一片天。

下午 6 时，工人们陆续收工，坐上回家的
车。此时阳光已不再灼热，道路交通晚高峰已然
来临，建筑工人们摘下安全帽汇入滚滚人流中。
这群看似最平凡的人，用高温下的坚守和满身
的汗水，给楼市筑起了不平凡的高度。

烈日下，他们用汗水筑起楼市的高度
陈星 尹妮琦

时下，二孩政策的放开，让很多人更加关
注房地产，有想要换大房子的，也有想多购置
一套房产的。

8月4日，市民王女士就因为买房子的事情
和家人意见不统一而非常苦恼，夫妻俩希望能
够购买一套楼层高一点的房子，而父母却希望
能够买低楼层的。

王女士说，楼层高一点，视野就比较开阔，
家里的光线不会被其他房子遮挡住。

父亲则说，自家现在住的房子就是23楼，有
时候风大的时候，整个房子都在呼呼响，而且一
旦停电，就是一个大麻烦，上下爬楼非常辛苦。

其实，有很多人都有王女士这样的苦恼，在
购房时不知道是买高层还是低层，今天我们就
听听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吕立军做过多年的房产销售，目前是一家
房产公司的销售总监，他介绍，目前很多业主都
有的困惑，买房是应该买高层还是底层，毕竟这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大事情，所以一定要仔细
分析高层低层楼房的利弊。低层的房子优点是
夏天比较凉爽，有老人或者小孩的可以选择低
层的房子，因为老人大多不太习惯坐电梯。缺点
是低层的房子采光一般不太好，小区楼与楼之
间一般达不到合理间隔，比如相邻楼间高度与
间距比太高。再者，低层的房子容易受到噪音影
响，如果居住在交通主干道附近，光是来往车辆
噪音就让人受不了。

高层的房子优点比较多，日照充足，视野
好，但是高层风比较大，很多人都反映过窗户经
常被风吹的呼呼响，很多老人对住高层坐电梯
也有不良反映。此外高层楼房需要考虑水压的
问题，往往住高层的水压不会太稳定，给生活造
成困扰，所以在选高层时要记得看看水压问题。

有的用户选择了顶层，因为顶层看起来是
最实惠的，其实不然，顶层的房子需要考虑到隔
热和防水问题，所以对于这方面要求很高，一定
要注意小区楼房顶层结构是不是达标。

买房，选高层还是低层？
陈星 尹妮琦

8月5日，在大祥区戴家坪某小区，立起了
几块警示牌，提醒路人不要在屋檐下走动，小心
小区墙面的瓷砖脱落掉下来。

该小区修建于2007年，陈女士2009年在该
小区购买了一套住房，刚入住的时候觉得还挺
好的，这里交通便利，可是从2017年开始，自家
住的小区就时不时出现外墙瓷砖脱落的情况。

“我是2014 年装修的，装修的时候特意到
楼上楼下邻居家看了看，他们家的外墙渗水也
非常严重，当时跟物业和开发商商量过，希望做
一次整体防水，可一直没有协商好，我担心自己
新装修的房子会出现渗水的情况，便自掏腰包
将外墙做了一次防水，所以这么多年，自家房子
还没有出现渗水外墙瓷砖脱落的情况。”该小区
业主肖先生说，“但是其他人家外墙脱落的情况
应该引起重视，每次从楼下经过时，我都要时不
时抬头看看，害怕有砖块砸下来。”

“今年4月份，我和妻子正在家看电视，突
然听到外面砰的一声巨响，还以为是哪里撞车
了，后来才发现是有一户业主家阳台瓷砖突然
脱落，掉落在小区的三楼平台上，所幸的是三楼
平台是封闭的，没有人员伤亡，不然那么一块瓷
砖砸中人，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我们很担心临近
马路的瓷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落，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肖先生说。

据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对于小区瓷
砖掉落的问题，他们也非常重视，但是这个工程
做起来非常庞大，需要和全体业主协商才能决
定，物业也在尽全力排查隐患。

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年代久远，一些老旧小
区的设施存在老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
和居民与行人的安全息息相关。

家住敏州西路城南卫生院的居民陈女士也
有这样的担忧：“我们住的楼盘是2008年左右修
建的，房子外墙采取的是贴瓷砖的方式。这些年，
偶尔会出现外墙瓷砖脱落的现象。”瓷砖松动，是
居民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不确定性太多，尤其
是夏天，刮风下雨天气，瓷砖就更加容易松动。

外墙瓷砖脱落
居民担忧
陈星 尹妮琦

7月房企销售收官，全国百强房企交出亮眼成
绩单——机构监测数据显示，7月份销售额同比增
速达到年内新高，不少房企销售额增速超20%。

有了业绩向好的底气，房企开始布局未来，
7月份土地市场依然呈现量价双升的态势。作为
房企抢收业绩的关键期，在风险依然多发的环
境中，房企如何才能决胜下半年市场？

累计业绩增速转正

虽然7月份是传统的淡季，但受疫情等因
素的影响，今年整体销售时间向后移动，7月份
环比数据下降幅度小于往年。

嘉里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7 月
份 100 强房地产企业销售额为 9386.4 亿元。值
得注意的是，从累计交易销售额来看，1至7月，
房地产百强企业整体业绩同比增长2.7%，累计
业绩增速自年初以来首次转正。

从各企业的表现来看，7月份前100家房地
产企业中有 70%以上实现了月度业绩同比增
长，增幅超过20%。其中，7月份前50名房地产
企业月度业绩同比变化中值增长近30%，大型
房地产企业的业绩平均水平好于全行业。

此外，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土地市场的
月成交额在数量和价格上都呈下降趋势。自第
二季度以来，土地市场成交量连续三个月上升
的趋势已经终止。由于杭州、宁波等热点城市
高品质地块的销售减少，平均地价有所下降。

发力线上营销

从销售渠道看，房企普遍看好线上业务发
展。机构指出，受疫情影响，线上营销成为房企
重要的销售渠道。7月份，多家房企加大线上营
销推广力度，完善“线上+线下”营销闭环；同时，
房企通过加大优惠力度、强化全民营销、进行多
盘联动等销售举措，促进房地产项目去化。

7 月份，房企不断完善和升级营销平台功

能，客户在手机上就可以了解和认购项目，线上
实现“一站式”购房，打造线上交易闭环。同时，
持续发力线上营销，通过“品牌+明星+直播”方
式，打造新的“引爆点”，继续带货走量。头部房
企将线上功能全面升级，集合了找房、看房、选
房、购房等各个业务模块，覆盖了售前、售中到
售后的多项流程服务，趋近于线下服务水平。

业内人士认为，房企的线上售房不仅仅是
应对疫情影响的替代方式，也成了一种常规的
营销手段。尽管国内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
成效，但下半年，房企的线上销售仍然有持续
走热的趋势。

房地产行业作为专业度诉求较高的行业，
针对线上售房的新趋势，如何解决消费者看房
以及解决购房流程完全线上化将成为重要环
节和关键痛点。

“如果要让购房者真正认可线上模式，房
企必须首先保障房源信息的真实可靠。”易居
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同时，
还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包括现房、精装和产证
交付；积极引入反悔机制；提升看房体验及加
大资金监管等。

此外，在营销方式上，房企普遍运用打折
促销、全民营销、多盘联动等多种手段促销。7
月份，房企继续采取以价换量的销售策略，通
过适度降价换取购买力的持续释放。

业内人士指出，房企通过普惠性优惠，有
力促进项目去化。同时，推出特价清尾房源，通
过给予额外优惠，持续吸引流量。此外，房企发
挥全民营销优势，广泛招募合伙人，并通过优
化佣金激励制度，提升合伙人推介积极性，增
加项目流量，助力产品销售。

保平稳仍是下半年楼市方向

多位房企人士指出，根据以往经验，约60%
的房源会集中在下半年推售。受疫情影响，今年

上半年开工进度滞后，下半年作为房企抢收业绩
的关键期，供应量可能进一步加大。同时，受惠于
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预计下半年房地产市
场仍具韧性，成交量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业内
人士建议房企积极把握当下难得的销售窗口期，
加紧推货去化、加大营销力度、抢收业绩，最大程
度弥补上半年由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房住不炒”再度重申，部分城
市加码房地产调控，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走
向备受关注。

7月份以来，深圳、南京、杭州、宁波、东莞
等多个热点城市已相继出台了收紧房地产调
控的政策。

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报告显示，7月全国
重点监测67城新房、二手房环比价格均上涨。
其中，新房在线均价环比上涨0.04%；二手房挂
牌均价环比上涨0.54%，有50城二手房挂牌均
价出现环比上涨情形。

严跃进表示，楼市过热城市预计后续政策
会收紧，尤其是近期没有出台调控政策的地
方。其他城市在政策放松方面将更加谨慎，不
会轻易进行放松。不过，政策收紧并非一味打
压房地产。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目的是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整体看，下半年
房地产市场政策将继续以平稳为主要方向。

“楼市相对平稳的城市，政策波动可能性
不大，市场参与者不必过多担心政策收紧等内
容，要理解各个城市政策的定力和市场进一步
稳定的动力。”严跃进说，调控在于封堵炒房，
满足合理的居住需求。

与此同时，机构认为，现金流安全仍为当前
房企经营的重中之重。布局广泛、财务稳健、资
本市场评级较高的房企更易获得优质资金支
持。未来，房企应高度重视现金流安全，加强现
金流管理，将加快销售、提高经营效率作为稳健
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据新华网）

房企靠什么决胜下半场？

▲搬砖不能依靠机器，只能用
人力一块块地搬上小拖车。

陈星 摄

◀顶着烈日铺设水管。
陈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