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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价格公摊等关键信息

销售人员一问三不知

20日上午，中铁·逸都的
4#、5#楼一批小户型房开始
认购。

认购现场位于中铁·逸
都的销售中心，四五个人围
在沙盘前，向销售人员详细
地了解相关事宜。销售人员
热情地介绍着项目所在位
置、项目未来的规划、4#、5#

楼的户型等，而当购房者和
销售人员坐下来慢慢了解4
#、5#楼的价格、公摊、物业
费等买房必知的一些常见问
题时，销售人员都笑着摇头
称：“不好意思，对于价格、公
摊等我们也不清楚。”

接待记者的销售顾问王
晓称，4#、5#号楼只是在认
购，价格不对外公开，他们现
在也不知道价格。

“你们怎么啥都不知道

呀？到底想不想卖楼呀？”现
场，一位购房者不耐烦地说，
他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结
果第一次来就让人上火，除
了户型，销售人员啥也不说。

20日、21日连续两天，记
者在中铁·逸都销售中心采
访发现，销售人员不仅对于
销售价格、公摊面积保持缄
默，对于所说的赠送面积部
分，具体赠送多少也秘而不
宣。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销
售人员王晓去请示领导，回
来告知4#、5#楼的2层大约
6000元-6300元/平方米，但
具体售价还是不知道。“领导
特别开会嘱咐我们，不要多
说。”

交上2万元“排号费”

才告诉你所有详情

记者提出想了解6-8层
的具体售价、公摊等，王晓
称，那要先交上2万块钱的

“排号费”。
据王晓称，交上2万块钱

后，她会立马领着记者上销
售中心的2楼。那时，对6-8层
每套房的售价、公摊面积、赠
送面积、物业费等，她才会详
尽地向记者说明。

为什么必须交2万块钱
才能了解必知的基本问题
呢？王晓勉强地笑称：“我们
也没办法，领导就这么规定
的，我们提出反对意见也没
用。”

为了打消记者不愿买房
的念头，王晓一再说明，现在
4#、5#楼已经拿到预售证，
交上2万块钱可以排号选房，
也可以转为认购金，并和开
发商签署认购合同。开盘时，
只要拿着认购合同来交首付
款，签正式合同就行了。“这
样多好，交2万块钱能优先选
房。”王晓称，如果没选上合
适的房子，售楼处过段时间

会把钱返还。

不少看房者心存顾虑

怀疑开发商在耍手腕

针对该楼盘推出的“排
号费”，不少看房者心存顾
虑，担心交了钱也不能优先
选房。

对于交“排号费”的原
因，看房者王先生也非常迷
糊。他认为开发商心里没底，
只是在借这种方法统计究竟
多少人要买房子，凑够了人
他们才会真正开售。

也有看房者觉得开发商
在有意敛财。市民赵先生说：

“一个人2万元，5 0人就1 0 0

万。开发商不确定开盘日期，
只说选不着房以后会退款，
还指不定哪天退。如果开发
商拿这笔钱用于盘活资金，
市民的利益就更难保障了。”

根据相关规定，中铁·逸
都在办理4#、5#楼的预售许

可证时，对于预售商品房的
位置、每套房屋销售价格、交
付使用后的物业管理方案、
竣工交付日期等，早已白纸
黑字交代清楚。而中铁·逸都
对购房者应知的这些问题避
而不谈，甚至要购房者拿钱
买“知道”，不能不令人称奇。

有业内人士称，中铁·逸
都此举显示出他们对销售前
景没有信心。之所以先把消
费者蒙在鼓里，交2万元才能
买个“知道”，是因为他们想
用这个办法拴住消费者，慢
慢积攒客源。在市场行情低
迷的今天，很难想像会出现
选不着房子的情况。

律师称开发商太霸道

建议消费者看清协议

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尹
律师称，开发商的这种做法，
把双方置于消息不对等的情
况下，有失公平。购房者交2

万元才能知道所购房源的基
本信息，这样的开发商太过
霸道。他建议购房者，如果交
付2万元“排号费”时，一定要
看清楚与开发商签署的协
议，还要加上违约责任、违约
金的规定，这些都要白纸黑
字提到书面上。只有这样，才
能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

也有律师称，消费者交2

万元“排号费”，其实是把自
己摆在了一个不平等的位置
上，花了钱反而给自己买了
一副“手铐”，铐住了自己自
由选择的权利。目前楼市低
迷，房价仍在下行，楼价到底
孰高孰低，这并不难对比。开
发商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
想用障眼法刺激消费者尽快
买房子。他建议消费者，不要
配合开发商的这种行为，以
免助纣为虐。(根据被访问者
意愿，王晓为化名)

不交2万元不说价格和公摊
中铁置业一楼盘怪异促销引不满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园园 赵伟

5月20日，中铁置
业位于莱山区的项目
中铁·逸都开始认购。
市 民 曲 先 生 给 本 报
967066报料说，让他奇
怪和不满的是，销售
人员对楼盘价格、公
摊 等 情 况 均 秘 而 不
宣。购房者想知道这
些关键信息，必须先
交2万元“排号费”才
行。

“限塑令”实施4年，超市用量锐减
但是有的农贸市场仍有劣质塑料袋满天飘
本报记者 孙芳芳 本报见习记者 蒋慧晨

不交
钱不告诉
基 本 信
息，中铁
置业的怪
异做法引
起不少看
房者的不
满。

到今年6月1日，国家“限塑令”实施即将满4年。24日，记者走访市区多
家商品零售场所发现，“限塑令”在超市里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有的超市塑
料袋的使用量锐减5成。但相比超市，虽然部分农贸市场已统一提供塑料
袋，但是仍有商户偷着使用劣质低价的塑料袋。

超市：

自带购物袋逐渐成习惯

有的超市使用量锐减5成

“您好，需要袋子吗？”
在超市购物结账时，收银员
在刷条形码之前都会自然
而然地问这样一句。从2008

年6月1日起，港城各大超市
开始实施“限塑令”，这句话
已经成了收银员结账时必
问的。“限塑令”如今已实施
快4年，市民去超市购物也接
受了塑料袋会收费的现实。

“有的顾客专门准备好
购物袋进超市，有的将上次
用过的塑料袋再拿出来循
环利用。总体来说，限塑令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润
发超市客服部经理刘维超
告诉记者，限塑令的实施效
果从超市购买塑料袋的支
出上就能明显地反映出来。

“没有实施限塑令之前，超
市每月购买塑料袋的支出
在11万元左右，现在每个月
只需要购买 5 万元的塑料
袋。”刘维超给记者查询了
一下4月份塑料袋的用量，其
中大号塑料袋4万个，中号塑

料袋13万个，小号塑料袋3万
个。“这个使用量比限塑令
实施之前少了5成左右。”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中
心广场附近的沃尔玛超市，
收银台的工作人员在忙碌
着。记者看到，不少购物的
市民尤其是老年人都随身
携带着购物袋。“现在市民
携带购物袋的意识明显增
强了。”超市事务经理岳琳
告诉记者，超市内塑料袋的
使用量从限塑令之前的每
月13万个左右，降到了现在
的每月10万个左右。

农贸市场：

部分市场推行环保塑料袋

也有市场塑料袋满天飞

“袋子太薄了，能不能
在外面再加一个？”“行了，
行了，保证你能提回家。”24

日中午，在市区一处农贸市
场，一位市民买了一袋西红
柿，向商贩索要第二个塑料
袋时被拒绝了。“买你这么
多菜，多给个塑料袋都不行
啊？”听到顾客抱怨，商贩一
个劲陪着笑，但最终也没有
递出第二个塑料袋。

“现在用的塑料袋都是
市场统一配送的，比以前的
贵了不少，都得省着用。”市
场上经营蔬菜生意的刘新
宁随手拿起一个塑料袋，他
告诉记者，像他手中这种规
格的塑料袋以前是1块钱50

个，但是市场上提供的同等
规格的环保塑料袋售价为
2 . 5元50个。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文
化路附近的一处蔬菜市场。
记者发现每个水果摊、蔬菜
摊前，都挂着大把的塑料袋，
什么颜色的都有。来采购的
市民手里拎的袋子也是五颜
六色，自带购物袋的很少。摊
贩们也毫不吝啬，东西买多
了多套几个袋都没关系。

“都是摊主给的袋子，
不用自己带，反正也不收
钱。”市民程先生提着大包
小包的东西往公交车站点
走，记者发现，他手里装有
蔬菜和水果的塑料袋大大
小小有七八个。

难度：

超市手撕袋浪费严重

农贸市场商户“打游击”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超市中的塑料袋分为大中
小三种规格，价格分别为3

毛、2毛、1毛。原来免费提供
的塑料袋改为收费后，不少
市民将目光转向了超市中
仍然免费提供的手撕塑料
袋，用他们来盛放一些体积
比较小的商品。

“每个月购买手撕袋的
费用大概在2万元左右，浪费
也挺严重的。”大润发超市客
服部经理刘维超告诉记者，
不少市民在购买水果等商品
时都会随手多撕几个手撕袋
备用，但是到结账时往往会
多出几个用不上。“已经撕下
来了就没法再用了，每天光

浪费的差不多就有三五百
个。”刘维超告诉记者，为避免
浪费，现在超市里安排了专
人派发手撕袋，一般一个人
只能取两个。沃尔玛超市事
务经理岳琳告诉记者，超市
内每月手撕袋要用380卷，大
概1 .5万个。

为了倡导顾客培养使用
环保袋的理念，超市也想了
不少办法。“每年店庆或促销
的时候，都会给购买一定金
额的消费者赠送饭盒或者水
杯等小礼品。限塑令之后，我
们连续几年都是赠送环保购
物袋。”岳琳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为了限
塑，红利市场、环海农贸城、

幸福蔬菜批发市场等市场
的管理者都指定了塑料袋
经销商，要求商户统一使用
其监制的塑料购物袋。然而
超薄塑料袋的销售人员却
与他们打起游击战。“我们
卖菜的利润都很低，连塑料
袋的成本都得控制着。”在
红利市场的一个蔬菜摊前，
摊主用利润小来解释他不
愿意用环保袋的原因。

向阳工商所驻红利市
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一旦发现有商贩使用超
薄塑料袋就会没收，并且说
服教育。但是仍有部分商贩
贪图便宜，偷偷使用超薄塑
料袋。

不不少少摊摊位位上上仍仍在在使使用用超超薄薄塑塑料料袋袋。。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芳芳芳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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