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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谁偷走了待岗女人的
经适房购买权
沧州保障房乱象调查

待岗女人的

离奇遭遇
柴艳波告诉记者，自从发现

自己离奇拥有了一套经济适用
房后，她到沧州市房屋产权市场
管理处档案室查询，最终弄清了
事情的原委：一名陌生男子 2005
年时冒用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码，伪造她的签名，突破多个政
府部门的层层审核关口，顺利地
取得了一套经济适用住房的合
法产权，而且那套房在办理房产
证短短 10天后已过户给他人。
此后她曾到沧州市公安局新

华分局报案，但刑警、经侦等部门
都称无法立案。公安部门的解释
是，因冒名者只是侵占了她申购经
适房的名额，并未侵占其经适房资
产，因此不够立案条件。

今年 4 月 14 日，柴艳波就
此事向沧州市政府法制办行政
复议科提起行政复议，希望房管
部门能恢复她的申购资格、撤销
颁发的房产证并赔偿她由此造
成的经济损失。

当年，冒柴艳波之名者所申
购的经适房仅为 1045 元/平方
米，总价 13 万元左右。而如今，
周边房价已经上涨至 4000 元/
平方米左右。以柴艳波家中的财
力，很难再购买一套经适房。目
前，柴艳波待岗在家，柴的丈夫
每月收入 2000 元左右，五口之
家几乎都依靠丈夫的经济收入。

但 5 月 12 日，沧州
市住建局对此事件

的行政复议答
辩意见，让她
感到失望和愤
怒。答辩意见
称，申请人陈

述的理由不成立，应驳回其申
请。求助的过程中，她甚至遭到
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批评，“为
什么当年不和原单位核查清
楚。”

沧州市住建局主管领导尹
学文向记者解释说，在此事上，
住建局和柴艳波一样是“受骗
者”。他说，柴艳波当年申请的经
适房是单位集资房性质。“这一
部分单位集资房是后来纳入经
适房管理的，由企业作为主导进
行建设。”尹学文解释说。

小区里的私家车

但柴艳波质疑，房产局至少

应该承担审查的责任，顶替者是
男性，但柴艳波的身份证号显示
是女性。柴艳波获取的档案显
示，顶替者将其头像置换。该房
产还在办理产权证后十天内被
过户。

柴艳波向有关部门举报
后，有人跑来劝说柴艳波放弃
追查，可以帮助柴艳波申请一
套廉租房。柴艳波并不清楚对
方的身份，该劝说者自称是某
电视台工作人员。但柴艳波的
想法很坚定，希望要一套有产
权的经济适用房或者限价房，
而不是廉租房。

5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在
当地的廉租房小区广厦家园小
区内，乘凉的廉租住户李玉兰

(化名)和陶秀青(化名)也在谈
论柴艳波的遭遇。

住这样的廉租房，李、陶二
人每家每月只需要交 60 块钱，
其中包括 1 0 元的物业费和 1
元/平方米的月租。令李、陶二
人困惑的是，每到晚上，小区里
总会停满了私家车。他们认为，
既然买得起私家车就不应该住
廉租房。他们也听亲戚朋友说，
只要找到关系，就可以住进这
样的房子里，但传闻无法从公
开渠道得以证实。

尽管广厦小区门卫处悬挂
着“禁止一切机动车入内”的牌
子，但每天都有私家车开进小
区。有时，小区里的私家车又像
“蒸发”了一样，第二天突然都
不见了。有住户反映，“有车户
都在门卫那儿进行了登记，每
逢上级检查，门卫都会提前通
知他们把车开走。”

2010 年建成的经济适用
房沧州运河小区，5 月 16 日中
午时分，也停着数辆私家车。其
中包括奥迪 A6、马自达 6 等价
格超过 15 万元的车。有沧州网
友呼吁公布经适房的购买者名
单。

尹学文告诉记者，沧州住
建局已经开始调查，在广厦小
区登记了 60 多个车牌号，发现
其中 15 个与广厦小区业主有
关，沧州住建局会责成民政部
门重新进行收入审核，如果不
合要求的将被要求搬出廉租房
小区。而对于运河小区里的豪
华私家车，尹解释称，因为其中
三栋住宅为商品房。

何时实现的

买房梦
据了解，2011 年，沧州将

建保障性住房 4 3 0 4 0 万套
(户)。其中，市区将新增建廉租

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等 1 . 5 万
余套(户)。

但柴艳波对此并不知情，
她和许多市民都有相同的困
惑，很难完整地知道更多信息，
例如，新建的保障房都在哪里，
有多大的供应量，有多少人申
请到，又有多少人没有申请到，
究竟是否会分配到自己的头
上，公示的名单在哪里可以看
到。

柴艳波的遭遇引发了巨大
的反响。一些市民纷纷通过当
地报社的热线电话“爆料”。

有市民对当地媒体称，虽
然国家出台政策，建设经适房
的目的是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
房困难，但由于经适房的房价
比市场价每平方米便宜 1000
多元，巨大的利益导致其中“黑
幕重重”。

对于频频曝光保障房分配
过程中的漏洞问题，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珏林曾建议，保障房分配监
管除了运用政府监督外，还可
以发动舆论监督，左邻右舍一
起，动用群众力量监督保障房
分配公平情况，效果或许会更
好。

然而，许多举报者都有相
同的心态，当记者希望进一步
了解实情并通过公开渠道证实
时，举报者又怕暴露自己的身
份，遭到报复。

柴艳波也有类似的想法，
不知道她的举报是否会影响某
一方的利益，从而招来报复。

作为普通市民，她感到无
力。“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更
多途径获得保障房的信息，也
没有钱来打点关系。”柴艳波不
知道自己的买房梦何时能实
现。

本版稿件据《21 世纪经济
报道》

柴艳波，这个河北沧州的普通待岗女人，现一家五口

蜗居在一套53 .7 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去年10 月，柴艳波申

购经济适用房时发现，沧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档案记

载，早在2005 年，她就购买过一套125 .49 平方米的经适房。

这意味着，她再也没有申购经济适用房的资格了。

柴艳波的遭遇被当地媒体曝光后，随即引发一连串

的连锁反应。人们的情绪似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希望由

此揭露保障房分配中的黑幕。然而，存在于沧州保障房分

配环节的问题不只于此。

柴艳波莫名其妙失去了购买经适房的资格。（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