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衣、食、住、行，四种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住”如同一个风筝，
如今房市的狂风把风筝刮跑了，国人从“放风筝的人”变成了“追风
筝的人”。

于是，有才的人开始用网络流行语来解读中国楼市了。当面临
高房价而买不起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叹人生是个巨大的“杯
具”？当每天查看楼盘信息、决定要不要出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

“心神不宁”？当我们不得不“蜗居”一隅，被动地接受地产大佬们的
“雷人雷语”时，我们更加“寂寞”了吗？还有，那一个“楼脆脆”倒掉
的晚上，有多少买不起房的“北漂们”的妈妈，在喊他们回家吃饭？

俗话说：安居乐业。在国人向“安居”奋斗的征途中，什么原因
导致目标的渐行渐远？

今后业主购房时，要先了解小区停车
情况，需要买车位的可将房子、车位一起
购买，这样也容易申请贷款；如果资金紧
张需要租车位，要问清小区车位出租情
况，再决定购买房屋。同时，开发商也要
充分考虑业主实际情况，本着为业主提供
方便的原则销售、出租停车位，不能只为
业主提供“购买”一种选择。

提醒：小区车位无产权不能卖
“开发商能否出售停车位，关键要看

车位有没有产权证，有产权证可以卖，没
有产权证只能出租。”占用全体业主共有
道路或其他场地的停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是否缴纳停车费由业主大会或全体业主
投票决定。地下停车位、车库的产权依据
建设规划予以确认，属人防工程的由人防
部门认定。“但无论如何，车位、车库都应
该优先满足小区业主的车辆停放需要，不
能开发商想卖就卖，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典型案例三：
小产权房问题多

市民杨女士投诉，她于 2005年 9月购
买了开元路与江山路交会处的一套住房，
当时开发商承诺，房产证3年内办理，但目
前仍未办理发放；天然气初装费已缴纳，
但小区一直没通气。另外，杨女士还反
映，小区业主每户交了2000多元的安全门
安装费，至今智能对讲系统仍不能使用。

答复要点：接到市民投诉后，郑州市
房地产监察队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调查、
核实。发现该楼盘是在集体土地上开发
的项目，属于“小产权房”。根据郑州市政
府规定，小产权房问题由各县（市、区）政
府负责，所以杨女士反映的问题应由惠济
区政府协调解决。同时，郑州市房管局责
令开发商就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给出书面
解释，能解决的问题限时解决，解决不了
的要向业主说明原因，征得业主理解。

对于杨女士反映的问题，开发商表
示，正在按政府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争取
在“交房之日起 3年内”发放房产证；对于
天然气问题，正积极与郑州市燃气公司沟
通解决；小区安全门智能对讲系统，业主
可向物业申请接通，如果损坏可及时让物
业保修。

提醒：买房看“六证”
郑州市房管局提醒市民，购买商品房

时必须查看开发商是否具备“六证”，即房
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国有土地使用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否则，买到“小产权房”，房产证
将很难办理。

典型案例四：
购买二手房户口难迁入
李先生买了一套二手住宅房，房屋交

易后，原房主不迁出户口，问新房主户口
如何迁入？

答复要点：由于户籍地迁入和迁出等
均归公安机关管理，而公安机关在处理户
口纠纷时，又受到户籍政策的限制。比
如，卖给买方的房屋是卖方唯一的一套房
屋，没有其他的房屋可供卖方迁入户口，
则无论买方理由多么充分，公安机关都是
无法将卖方户口强行迁出的。相应的，买
方的户口也就无法迁入。

提醒：提前查询户籍状况
为了避免房子买了以后户口却迁不

进去的情况，要注意做到：第一，在买卖合
同中明确卖方迁出户口的时限；第二，正
式过户前，查询户籍状况。在交易之前，
购房者最好到公安机关查询交易房屋的
户籍状况。一般情况下，公安部门会要求
户主本人调取户籍材料，这时买方可以要
求同卖方一起到派出所调阅。这个程序
最好是在正式房屋产权过户前完成。

流行语，因楼市话题的江湖而江湖；楼市话题，因流行语的流行
而流行。站在2009年的尾巴上，我们免不了要感慨这一年来的得失，
而最能代表楼市这一年演变的，就是那些让人无法忘怀的流行语
了。走过风风雨雨，楼市在这些流行语中悄然定格，给我们带来无限
回味和思索。 晚报记者 袁瑞清

有一些词语很流行

蜗居

在房价飞涨的2009年，一部描写“房奴”的电视剧猛
然走红，《蜗居》收视率一路飙升，在各大视频网站上的
点击播放量甚至达到 3000多万人次，在“蜗居”贴吧内，
发帖达25.4万多人次。

点评：“现实的蜗居比电视中的还残酷”。《蜗居》中
的台词“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她的房子
就是她的坟墓”，引来阵阵共鸣。

楼脆脆

6月 27日，上海市“莲花河畔景苑”楼盘的 7号楼倒
塌了，13层的楼房，在没有倾斜预兆的情况下，一分钟内
迅速地整体倒塌。随后，塌楼现场成为沪上著名的“旅
游景点”，不少上海市民甚至是他们口中的“老外”都前
往参观“楼脆脆”。

点评：对此事件，网友如此评论：“中国惊世大发现，
环保拆楼法：十米堆土拆楼法！”“给我一堆黄土 我能推
到一栋大楼！”“1 楼：比萨塔斜了几百年了，咋还不倒
呀？2楼：因为旁边没有‘10米土堆’啊。”

房价不再“躲猫猫”

自从去年“躲猫猫”网上流行后，今年 3 月，它又很
“牛”地出现在南京新街口的一幅房产海报上——“房价
不再躲猫猫！”海报刚挂出来，就引起过路市民的驻足观
看并引起众多议论。有市民调侃说，上次的房价做俯卧
撑，这次又不再“躲猫猫”了，开发商的策划水平真够一
流的。

点评：自国土资源部公布房价成本后，似乎房价将
不再和购房者们“躲猫猫”。有网友表示，在众多荒唐广
告的背后，制造一场轰动效应不如降房价来得直接。

啃老

“啃老”成为今年流行的词，原因是房价太高，不仅
是 80后的购房人，就连 70后的购房人有一半左右需要
父母或者亲戚朋友的帮助，甚至是爷爷奶奶齐上阵，一
家三代供一套房。

点评：房子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不是所有的人
都要买房子。因为买房而背上沉重的生活负担，造成生
活质量严重下降，得不偿失。

纸糊墙

位于西安市草场坡新文巷的三层小楼墙外施工挖
断自来水管道，几米高的水柱喷涌一夜，浸泡了楼房地
基。此后，小楼地基就不断沉陷，7 间房子陆续裂开大
缝。因施工方一再拖延加固楼房，住户只好纸糊墙缝，
观察危情。

点评：敢情危房里住的不是他们自己，不用睡觉都
担惊受怕。套用一个网络名句，“他们糊的不是墙，是无
奈”。

信春哥，不拆迁

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面对拆迁，昆明一市民在一栋楼房上
挂出条幅——“信春哥，房子不会被拆迁”。12月12日，天涯网友发
帖描述拆迁现场，帖子迅速走红引发网友热议。“信春哥”在强拆中
似乎发挥了效果，当天拆迁方没撞开门，在楼上妇女威胁跳楼的情
况下放弃强拆离去。

点评：借用网络文化现象里的流行概念“信春哥”，在大众已经
对拆迁事件麻木的情况下，成功获得了关注，也创造了新的楼市流
行语，“信春哥，不拆迁”，你信吗？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

随着“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帖在网络上的迅速蹿
红，“贾君鹏”这一网络热词也被精明的商家运用到广告推广中。南
京某楼盘推出的“贾君鹏，你妈喊你回美域度假”的户外广告大牌，
在南京不少网络社区和QQ群传播开来。

点评：综观2009年的热门事件，只有贾君鹏是跨越了网游、通信
等领域，不分阶层，众人皆知。开发商也搭乘“贾君鹏”的便车，看来
也颇具娱乐精神。

哥卖的不是房子，是传奇

当房价狂飙，涨幅超过 2007年时；当购房者彻夜排
队买房，“卖房就像卖白菜”现象再现时；当全国各地地
王价格被不断刷新时，一开发商于是发言了：“哥卖的不
是房子，是传奇！”

点评：这句话简直就是为2009年楼市量身定做的总
结陈词。随着岁末调控政策的相继出台，明年的楼市更
多的应该是维稳，而不是延续2009年的狂飙，希望楼市
不要再“传奇”。

偷菜去了……

因为拖欠电费、水费、供热费等多项费用，SOHO中
国开发的北京建外 SOHO 项目于 11 月深陷“停电门”。
潘石屹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建外SOHO雪天断电停暖，室
内温度不足 3℃，居民急切等待政府救援。而央视的调
查却称，停电停暖为假，只因潘总忘了开开关。

点评：对此事件，网友不禁质疑：亲爱的潘总，您是
不是因为都惦记着偷菜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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