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旺铺告急，全城劲销！
亿丰时代广场C区火爆开盘 当日成交超75%

开盘前一晚十点多，位于菏泽人民路的亿丰时代广场售楼中心
内仍灯火通明，看铺的人络绎不绝，更有客户连夜排队，生怕自己看
上的商铺被他人选走。5月4日早上不到七点，售楼中心外已停满各
种车辆，投资客、自营户已排起了长队，焦急的等待着。九点左右正
式开盘，当天所推商铺成交超75%，火爆场面再次掀起亿丰时代广
场投资热潮。

5月4日一早，亿丰时代广场售
楼中心外就挤满了抢铺的客户，自
营户、投资客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拥
来，亿丰时代广场为排队客户准备
了精美的早点。八点半左右，大客户
和自营客户优先开始选房，接下来
投资客户开始选铺。很快，排队区、
价格公布区、销控区、财务区到处都
是客户，人声、电话声、广播声，交织

一起，销售员忙得分身乏术，抢铺场
面异常火爆。办完手续的赵先生说：

“去年开盘没抢到商铺，现在都后悔
死了！现在A区和B区位置差不多
的，都升值了不少，今天无论如何得
选一套，过了这次，再想买更难了。”
一百多套商铺很快被抢得所剩无
几，当天成交超75%，创造了菏泽
2013年开年楼市新纪录。

C区开盘，菏泽再次上演抢铺风暴！

C区商铺作为亿丰时代广场继
A、B区商铺后，项目的压轴之作，具
有超高的投资价值，小面积、全框架
结构、低总价，未来市场实行十年统
一经营管理，自营户不用担心市场
做不起来。投资客前三年租金，买铺

时一次性冲抵房款；实行管家式服
务，投资者坐在家里就可以收房租，
轻松做甩手掌柜。更重要的一点，C
区商铺紧邻项目主力店银座家居，
作为银座家居旁最后的旺铺，可以
最大化共享主力店带来的商机和人

气，前景被各方所看好，可以说是寸
铺寸金，抢一铺少一铺。去年就有不
少客户盯上了C区，有不少“大客户”
一出手就是四、五套，甚至十几套，
更有几个品牌商家直接半栋、整栋
购买，可见C区商铺人气之高。

银座家居旁最后的旺铺，非抢不可！

自项目招商启动以来，亿丰就
捷报频传，商家抢驻。山东家居巨
头——— 银座家居同项目进行签约，
本地及外地家居建材品牌商家争相
进驻。今年年初银座家居奠基暨亿
丰商家签约仪式的举行，更是掀起

了亿丰时代广场又一波抢铺潮。据
亿丰时代广场相关负责人告诉笔
者，项目商家即将进场装修，试营业
也将在不久进行，到时别说是买铺，
就是想在这租一套也不容易。

亿丰时代广场是中国商业地产

十强巨献鲁西南的压轴之作，C区更
是银座家居旁最后的旺铺，加上招
商大捷，商家抢驻，市场成熟指日可
待的利好消息，在这种大背景下它
的推出，并受到如此追捧，火热销
售，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齐讯）

商家争相进驻，“铺”开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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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多名“老拖拉机手”难参保
该县相关部门解释他们不符合参保条件但正在调研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记者
崔如坤) 6日，成武多名“老拖

拉机手”向本报反映，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全县各公社成立拖
拉机站，他们成为拖拉机手，后
由于分田到户，干了二三十年的
他们在无任何补助情况下，陆续
下岗。近年，不少地方给老拖拉
机手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他们
便开始找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参
保，却至今未果。

今年66岁的老拖拉机手郭
海存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成武县各公社成立拖拉机站，当
时还是青年的他们，满怀对农业

机械化事业的一腔热血，成为一
名农机人。

郭海存说，他1967年高中毕
业后，当了一名拖拉机手，一开
始在县拖拉机站工作.后来各公
社成立拖拉机站，1972年，他到
九女公社拖拉机站工作，而随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
拖拉机站的作用越来越小，拖拉
机手们陆续下岗，1996年，他成
为最后一批下岗的拖拉机手。

“就这样放了长假，啥补助
都没有。”和郭海存同批下岗的
老拖拉机手冯建国说，随着拖拉
机站解体，在没有得到任何补助

的情况下，他们这些拖拉机手全
部下岗。

老拖拉机手常圣玉介绍说，
2011年省里出台解决未参保集
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
障的64号文之后，不少地区为他
们这一群体解决了养老问题，

“去年咱市不少县区给拖拉机手
参了保，我们想自费参保，可县
里也没给解决。”

单县老拖拉机手刘言香告
诉记者，去年6月份，他交了两万
多元成功参保；牡丹区老拖拉机
手韩德宽于今年3月参保……牡
丹区农机局工作人员证实，该区

确实为一部分老拖拉机手解决
了参保问题。

记者试图从成武县农机局
了解成武老拖拉机手这一群体
的数量及其中有参保意向的人
数。该局局长李丙玉只称，全县
老拖拉机手有二百余人，详情其
不愿多谈。

成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副局长宋聚民解释，省里的
64号文规定，可一次性补缴基本
养老保险的人员应为城镇户籍，
而拖拉机手这一群体并非城镇
户籍，不符合参保条件，巨野、郓
城等县区则变通为这一群体办

理了参保手续。
“对这一群体提出参保的要

求，我们也向市局和县里反映
过。”宋聚民介绍，据他了解，针
对拖拉机手这一群体提出的要
求，县里已安排农机部门摸底调
查，“我们只管执行，只要相关部
门为这些人开出符合条件的证
明，我们就能办理参保手续。”

据了解，对于老拖拉机手这
一群体要求参保的问题，该县正
在调研，而至于能不能让这一群
体如愿参保，该县还未给出明确
答复。

捐款单位先垫上，然后再从职工工资中直接扣除……

遭遇“被捐款”，让人很纠结

本报6330000热线消息(记者
张园园) 名为自愿捐款，却对每
名员工的捐款数额进行规定。近
日，菏泽市民张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反映称，自己遭遇“被捐款”，

“献爱心的好事最后却弄得自己
一肚子气。”

“什么级别捐多少钱，级别高
就得多捐，而且还进行了规定。名
为自愿，但实际上就是强制！”张
先生告诉记者，前不久他们单位
组织向灾区捐款，但对每个人的
捐款数额却有所“要求”。

张先生说他的同事都按照规
定捐了钱，“都这样明文规定了，
不捐或少捐也不合适！但次数多
了，这种爱心反而成了一个负
担！”据介绍，他们已不止一次“按
规定”捐款，“例如向灾区或贫困
家庭捐款等活动，都是这样操作
的，几乎每次捐款时都会被要求
必须捐多少。”

“规定”捐款数额、要求按级
别捐钱等情况下，捐款人尚能提
前知道自己要参与捐款活动。在
采访中，一些市民向记者爆料称，
单位常常会先替自己“捐款”，然
后再从工资中逐一扣除相应的捐
款数额，“作为捐款人，我们却总
是在事后才知道自己‘参与’了捐

款活动，根本不会被提前告知。”
在菏泽一事业单位上班的李

女士称，扣除保险等相关费用后，
自己每个月的工资相差无几，但
每年都会有一个月的工资比其他
月份少一二百块钱，“事后发现询
问，会被告知爱心捐款活动中，单
位提前给垫了‘捐款’，发工资时
又将钱扣除了。”

“捐钱没什么，咱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为别人做点事情也应该，
但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
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单位这样
直接扣工资不是一刀切、必须都
得捐吗？”李女士告诉记者，从
2006年开始，单位都会从自己的
工资中扣一次“捐款”，如果有向
灾区捐款的活动，扣钱的次数可
能会超过一次，但鲜少提前告知
他们。

“说是单位已经把捐款垫上
了，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就直接从
工资里扣除，这样根本就不是自
愿捐款了，明明是强制！”李女士
说，类似捐款活动单位往往不会
提前下达通知，而且事后也多没
有相关说明，“在自己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捐款’，爱心变了味，自己
心里也很别扭！”

戒指“咬”手
郓城消防“施法”撬开口

6日上午，郓城县居民李大爷在其侄子带领下，来到郓城消防大队求助。原来，半年前他从郓
城一家金银首饰店买了一枚银质戒指，谁知刚戴半年，这个戒指像中了“紧箍咒”一般，越勒越
紧，致使手指越来越肿胀，直到现在，戒指已深深陷进肉里。经过3分钟的紧张施救，戒指被成功
锯断，但由于戒指陷入肉内太深，依旧无法取出，消防队员在戒指的背面再次实施切割，2分钟
后，戒指被一分为二，成功摘除，老人的手指终于“重获自由”。

本报记者 邓兴宇 通讯员 宋清元 张玉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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