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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
上海静安 （原闸北） 中兴社区

一幅地块拍卖。经18家开发商现场逾400
轮激烈竞拍，该地块从46亿元的起拍价暴涨，最

终为闽系开发商融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 110.1 亿元拍
得。按照未剔除保障房配套和商建的名义楼板价计算，单价已

逾10万元/平方米，按可售面积计算的楼板价则高达14.3万元/平方
米，为全国住宅土地市场单价之最。
这种“争地王”的大戏已经多次上演。据统计，仅8月上旬，武汉、

合肥、成都、上海等地就拍出10宗溢价率超过100%的高价地。
“地王”争夺为何热度不减？首先，过去数十年来，刚性购房需求推动楼市

持续升温。但是，这种刚需不仅是“居者有其屋”的现实需求，还有“丈母娘
经济”以及“安土

重 迁 ” 的 文 化 需
求，更有户籍政策
及衍生的教育、医
疗 等 “ 制 度 性 需
求”。

短期内，在
产权制度上做

更多设计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压力。例如，部分单位曾经设置“期权
房”，即员工先支付少量资金获得居住权，在某个单位供职一定时期后可

获得完整产权或者有权按照市场价格的一定比例增付购房款，以获得
完整产权。

而长期来看，在当前楼市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下，
如果政府要想平衡楼市发展，还应当强化多领域的政

策改革，如减轻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减轻
城市间资源、发展空间的巨大差

异，鼓励百姓多元化

的 发 展
路径，从而减少老百姓特别是
重点城市百姓“无自有产权住房”的恐
慌心态。

其次，投资渠道和优质投资标的稀缺。“地王”频
现的根本动力还在于开发商的自身利益。房地产特别是重点
城市的房地产作为十多年来中国最稳妥的标的，成为资本追逐的
对象不足为奇。

再次，政府土地财政对房地产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对楼市高温的态度相
对复杂。一方面，担心房价飞涨，形成巨大泡沫，积累风险；另一方面，财政收入
又对房地产市场高度依赖。如果这部分收入骤然降低，难免令其捉襟见肘。

长期以来，土地财政让城市的发展被动跟着楼市发展亦步亦趋，其弊大于
利。实际上，与其
想尽办法对楼市进
行微刺激，不如多
思考如何拓展财政
收入渠道，调节财
政收入结构，逐步
提高国有资本上
缴比例，真正

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通过行政指令，或是信贷调控措施影响楼市，在短期内或有效，

但长期看，依然需要长效制度。唯有找到房价高企、楼市持续高
温的真正原因，疏解消费者“抢时入市”的压力、投资者争
抢“稀缺投资标的”的压力以及政府对卖地收入高度依
赖的财政压力，方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政策被动跟
随楼市冷热摇摆、经济结构调整屡屡遇阻的
现状。

（据《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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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法律援助

在江西南昌东湖区光明社区服务中心，有一
间李恒敏工作室，墨香扑鼻，墙上挂满了书法作
品，书桌上累放着成堆的作业本，几名小女孩围
在正中间大写字台边，练习毛笔字，一头花白头
发的李恒敏在一旁耐心指导。

李恒敏今年 84岁，如今是光明社区书画协会
党支部书记。2011 年起，李恒敏每年寒暑假都为
社区孩子开设书法班，免费教授书法。对于家庭
困难的孩子，他还免费提供学习用品。

在光明社区，李恒敏只是志愿服务的一个代
表。这个 1000多户居民的社区，拥有志愿者近千
名，老百姓的生活冷暖，他们记挂在心。

“张师傅，我家又没电了，麻烦您来看一
下 。”“ 张 师 傅 ， 我 家 门 锁 坏 了 ， 帮 我 弄 下
吧！”……退休后的张则林，又成了社区里的大忙
人，不仅是社区“水电工”，还是家电“维修
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张则林家电维修队”，
每天穿梭在社区，免费为居民提供服务。

在光明社区，类似的志愿者服务队有 16 支，
涵盖法律援助、义务巡逻、政策宣传、扶贫助
学、医疗卫生等方面，志愿者将近 1000名，都属

于社区志愿者联合会。

组建道德“银行”

每天一大早，从菜市场买菜回家，碰到熟识
的居民，雷红芸都会热情地打招呼：“最近家里要
买米买油吗？到时候叫上我，用电动车给你送回
家。”有着4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雷红芸，是光明
社区志愿者联合会中的一员。由于长期在此工作
生活，她对社区的大事小情了如指掌，被居民称
为“社区百事通”。看到社区孤寡老人无人照料、
行动不便，她当起了“代购”，义务为老人们买米
买油并送到家里。

别小看社区，有两个“银行”：为弱势群体和
困难群众提供助老、助残等实际服务的“救助银
行”和激励更多的党员志愿者参与和谐社区建设
的“道德银行”。通过发动居民2元、5元、7元自
愿捐款，为居民提供助老、助残、帮困、助学、
救灾等实际帮助。

“有困难不出社区就能解决，不管走到哪，只要
来到这个社区，就会觉得很幸福。”胡静阿姨虽然已
经搬离社区，却依然眷恋着这个社区，每星期都要
回社区两三次，“只要社区有活动，我都会积极参
加，和大伙一起唱歌，打乒乓球，我就很开心。”

大家事大家议

光明社区老房子多，建筑比较密，有些住户
家里晒不到太阳，冬天晒衣晒被就成了大问题。
以前，居民都要一大早到社区空地争位置，不但
经常引发邻里矛盾，还影响社区环境。

为解决这个问题，居委会把大伙拉到一起，
让大家面对面坐到一起商量。最后决定由街道办
和居委会出资，在社区里修建3个大晾衣架，既解
决了邻里之间的矛盾，又整洁了社区环境。

“和其他城市社区不同，光明社区情况更复
杂，既是老厂家委会改制社区，又处于城乡结合
部，既有城市居民，又有农村农民。”雷红芸说，
社区问题靠社区群众共同解决，大家有商有量，
共同献计献策，才能更好地解决难题。

近年来，光明社区成立了由17人组成的居民理
事会，制定《议事规划》和《邻里公约》，按照党组织
主导、居民协商、民事民议、先商后决的原则，切实
解决与老百姓有关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大家的事，由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共同执
行，使社区居民通过基层协商实现自我管理，自
我监督以及民主决策，提升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
和归属感。

日前，一个置身在树林中，用集装箱改建的乡村美
术馆——树梢美术馆在北戴河亮相。该美术馆位于原来
村口的一个修车铺，现在成为一个 200 平方米的艺术空
间。艺术展览、舞蹈、沙龙、艺术创客活动在这里举
行，吸引了许多当地的村民和喜欢艺术的青年。

上图：美术馆内部一景。
中图：游客驻足美术馆。
下图：集装箱美术馆外观。

赵树宴摄影报道

南昌南昌：：小社小社区区涌现涌现
千名志愿者千名志愿者

本报记者 吴齐强

“地王”争夺该降温了
马梅若

“地王”争夺该降温了
马梅若

村口集装箱变身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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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重点工程——京沈客运专线京
冀段九标457孔预制箱梁通过国家生产许可认
证，标志着密云梁场开始正式批量生产，为加
快工程进度奠定了条件。图为由中国铁建二十
二局集团四公司承担的梁场吊装作业现场。

武新才 屈立军 刘 栋摄影报道

江西南昌东湖区光明社区，有16支志愿服务
队、近千名志愿者，24小时为居民提供免费服
务；组建“救助银行”和“道德银行”，为弱势
群体提供助老助残服务；组成居民理事会，大家
事大家议，共同解决公共事务。

在藏文史料中，那措·崔臣杰瓦在对藏传佛教的鼻祖之
一、孟加拉国高僧阿底峡尊者的颂词中，曾提到了阿底峡的
诞生地：毗扎玛普热 （今译为毗诃罗普尔）。毗诃罗普尔佛教
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藏文史料所指古城的存在。从 2014年开
始，经过中国和孟加拉国考古专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长达两
年的考古发掘，这座被湮没的中世纪古城得以“重见天日”。

①① 孟加拉国请求帮助孟加拉国请求帮助

毗诃罗普尔是孟加拉国著名的佛教遗址。长期以来，毗
诃罗普尔佛教遗址所在地经常出土佛教石雕、砖雕、陶器、
木船、铜币、铭刻文字等珍贵文物，成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
的收藏品。当地村民在开挖池塘和房屋地基时，也经常发现
古代的砖墙和遗物。孟加拉国达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石雕造
像中，几乎有一半出自毗诃罗普尔。

基于中孟两国深厚的文化渊源，2014年孟加拉国有关单
位向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申请，请求中国对毗诃罗普尔佛
教遗址考古发掘给予帮助。经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联系，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方签订长期考古发掘保护研究协
议，这也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间的首度考古协作。

中孟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柴焕波介绍，这次合作研究是全方位的，不仅一起组队实
施发掘，同时帮助孟方修复出土陶器，检测各种标本，整理
出土遗物，并最终共同撰写发掘报告。

②② 发现发现““十字形十字形””遗迹遗迹

从 2014 年开始，中孟联合考
古队对其中的纳提什瓦发掘区进

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勘测，发掘
面积逾4000平方米。考古发掘中，联合

考古队发现了“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遗
迹。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佛塔、道路、灰坑等

考古遗迹，其中有一座佛塔内发现了胎藏室。此
外，还发现不同时代的陶器组合和其他文物标本。
“这次联合考古的重要收获就是‘十字形’中心圣地建

筑遗迹的发现。”柴焕波介绍，纳提什瓦发掘区的早期遗存，存在佛
堂和僧侣的住房建筑，晚期遗迹主要为“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及相关

的附属设施，年代为10-13世纪，这是东印度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
柴焕波说：“这个规模庞大、具有不同功能的大型佛教遗址，正好与文献

中的都城相匹配，一个湮没已久的中世纪神秘古城，已经从文献和传说中走向公
众的视野。”

柴焕波介绍，经过两个年度的大规
模考古发掘，对纳提什瓦发掘区的核心
部分的发掘，已经基本完成，遗址周边
居民区的考古调查也在进行，已经发现
了多处相关的遗迹，对于弄清寺院的宏
观结构和长时段考古计划的制订，都具
有重要价值。

③③ 展示遗址真实本体展示遗址真实本体

随着巨大的遗迹体量的出露，一个
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已经摆到了联合考
古队的面前，这就是遗址本体的保护问
题。

柴焕波说：“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
毗诃罗普尔遗址能成为一种建筑群的杰
出范例，或为一种已消逝 （或模糊） 的
历史传统提供一种特殊的见证。而且，
它还与地方史的重建、佛教文明传播、
中孟交流这些重大主题联系在一起，充
分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

“纳提什瓦发掘区遗址体量极为壮观，
具备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好条件。根
据遗址的特点和保存状况，不会采取将遗
址回填、在地面上仿建的方式，而是更多地
展示遗址的真实本体，以增加真实的观赏
价值。”柴焕波对遗址的后续保护和开发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 （据《光明日报》）

上图：毗诃罗普尔遗址出土造像。
柴焕波摄

下图：“十字形”圣地建筑。
贾英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