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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找女保姆，家住沧州市区，要求收拾家务，干活麻利，
性格开朗，陪伴中年女性锻炼，年龄45岁左右，身体健康，上
白班，双休，工资面议。电话：15132735055、13613276688

招保姆

近期，随着全国多个城市出
台措施整治学区房炒作，高烧的

“老破小学区房”开始降温。业内
专家认为，只有坚持从教育均等
化出发，更大力度推进义务教育
学校校长、教师交流制度，才能
抽去学区房“燃烧的内核”。

按大学区招生
实行教师交流

日前，《深圳经济特区社会
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在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开征
求意见。其中规定，“市、区教育
部门应当推行大学区招生和办
学管理模式，建立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交流制度，健全优质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机制”。

该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后，引
发广泛关注。一位深圳市民表
示，昂贵的学区房成为育龄青年

“不敢生”“不愿生”的重要原因；
条例提出的“教师交流制度”等
也是落实“双减”的配套举措，有
利于更加均衡地配置优质教育
资源。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深圳
房价的每一轮上涨，学区房在其
中都扮演了“龙头”角色。如著名

“网红盘”国城花园，因有深圳实
验小学和深圳实验学校（中学）
两个一流学区加持，备受家长青
睐。该楼盘楼龄已超 20年，楼道
内光线昏暗，3梯12户的设计也

挤压了公共区域，但并不妨碍该
楼盘一房难求。

2017年6月，国城花园挂牌
均价约为每平方米11.7万元。目
前，按照深圳市有关部门公布的
二手房成交参考价，国城花园的
均价为每平方米13.1万元，但有
中介人员告诉记者，小区实际成
交价格已超每平方米 20万元，4
年来涨幅接近翻倍。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说，深圳教育
资源供给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
速度，导致供需关系比较紧张。
大学区、教师交流制度等政策就
是要将教育均等化落到实处。

“大学区”促进生源的地理分布
均等化，而“教师交流”则指向师
资力量的均等化，可谓掐住了学
区房的“七寸”。

多地频频出手
学区房有所降温

日前，位于传统“优质学区”
的深圳福田百花片区长城大厦
一套建筑面积约 104.7平方米、
总价1084.1万元、单价约10.4万
元每平方米的法拍房，因无人报
价而流拍。该房源二次挂牌调价
降至 867万元，总价比一拍价格
便宜了 200多万元，单价降至约
8.28万元每平方米。这一变化被
外界认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深
圳整治学区房炒作有所见效。

深圳并非特例。今年以来，
已有多个城市对学区房“动手”。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广
州、重庆、西安、厦门、成都、大
连、南京、合肥等城市都曾出台
遏制学区房炒作的相关措施。

今年 1月，上海市教委等部
门出台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意
见，提及促进校长教师合理流
动、优化中小学教师资源配置等
关键信息；今年 4月，北京教育
资源最为丰富的西城区、海淀
区、东城区等分别发布义务教育
阶段入学工作的相关实施办法，
提出将坚决执行对特定时间节
点后购房家庭的子女入学执行
多校划片政策。

今年 7月，北京市西城区房
管局发文，要求强化从业人员管
理与培训，不得参与炒作学区房

的任何活动。西安等地也出台规
定，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销
售服务人员不得以学区房、学位
房等名义炒作房价，不得诱导小
区业主参与哄抬房价。

各地频频出手之下，学区房
开始出现降温迹象。北京西城区
学区房价格明显松动，有的学区
房降价超过 100万元。在某二手
房平台上，拥有优质小学和初中
学位的广州天河区某楼盘，今年
4月的成交均价为11.4万元，6月
份下降到9.5万元，而7月份则没
有成交记录。

学区房彻底降温
还须双管齐下

业内人士认为，过去几年，

不少地区学区房炒作甚嚣尘上，
但要让学区房炒作彻底降温，还
须坚持双管齐下，标本兼治：一
方面持续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
另一方面遏制市场不理性行为，
建立长效机制，引导楼市平稳健
康发展。

以《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例，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条例能否
按照预期设想发挥效用，还要看
大学区招生、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交流制度等机制的具体实施细
节如何制定，如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交流的人数规模多大、学科覆
盖面多广，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
程度有多深，都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和作用。

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宋丁认为，一个学校的好
坏关键是师资，随着教师交流制
度等实施，一些传统“差校”也可
能拥有“名师”，对于缓解家长

“学区房焦虑”，改善教育环境、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

还有专家认为，针对此前新
楼盘绑定“名校”进行宣传、二手
房中介机构以“学区房”为噱头
进行炒作等行为，近期各地纷纷
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但以临
时性的整治行动为多，未来还须
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楼市平稳健
康发展。

据《半月谈》

全国多地出台措施整治

学区房炒作能否彻底“熄火”

暑期来临，各式夏令营、研
学活动逐一登场，成为不少家长
解决暑期孩子托管问题、让孩子
增长见识、锻炼身心的重要选
择。然而记者调查了解到，在火
爆的市场背后，一些夏令营的带
营老师资质存疑，师生比过小，
管理存在漏洞，部分机构存在

“霸王式”签约，给参营安全和消
费者维权带来隐患。

带营老师
资质堪忧

日前，石家庄家长王先生想
给女儿报个夏令营，一家名为

“某某商学院”的夏令营机构吸
引了他的目光。“在这家机构的
微信公众号上连续浏览了七八
款产品，发现都满员了，没想到
这么火爆。”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去哪
儿”了解到，我国研学旅行市场
今年以来恢复很快，今年上半
年，该平台研学旅游订单量已经
超过2019年同期的七成。

“从平台数据来看，超过
80％的家庭出游用户会搜索研
学相关的旅游产品。在疫情之
前，7天—10天的中长期夏令营
研学产品较多，现在 3天—5天
的中短期研学产品更受家长欢
迎。从价格上看，暑期研学夏令
营的人均费用在每天 600 元—
1000 元，在火热的暑期旅游市
场中具有相当优势。”“去哪儿”
度假事业部营销总监宋雅雯说。

与一般的旅行不同，家长
在挑选暑期夏令营时，更看重
孩子在旅行中知识的增长、眼
界的开阔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同时夏令营活动的管理、安全
等因素也十分重要。然而，记者
采访发现，与举办方不遗余力
宣传夏令营的诸多好处和优势
相比，参营师生比、人员准入资
质等关键词在其宣传中却显得
过于“低调”。

不久前，山西太原家长李
女士经过精挑细选，给上小学
的女儿报了一家夏令营。该营
的组织方来自北京，声称团队
很专业，同时参营价格不菲，于
是李女士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了
对方，但随后发生的事却让她
始料不及。

“老师对宿舍管理非常放
任，有些孩子年龄较小，生活能
力弱，老师根本不去指导，甚至

遇到霸凌现象也不出面协调。”
李女士质疑，类似由小学生独
立参营的寄宿式夏令营，营地
老师有无选取标准，是否需具
备一定资质，是否做过岗前培
训，是否熟悉学生心理，都要打
个问号。

记者浏览多家夏令营、研学
机构公众号发现，仅有部分机构
会主动在页面上说明参营的学生
人数、师生比等。记者以暑期“帆
船营”为例，对“某某商学院”“某
某熊教育研学”“某迪”等5家机构
进行了对比，发现仅有两家注明
团容量、师生比等关键信息。

“霸王式”签约维权难
层层转包留隐患

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夏令
营多采取“先付款再签合同”的

报名流程，也让消费者意见较
大，给后续维权带来诸多隐患。

天津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今
年是孩子首次参营，她特意选择
了一家办营时间长、收费较高的
机构。原定活动时长是两周，以
英语训练为主，但开营后一两
天，孩子就表现出了不适应。“英
语能力达不到，上课听不太懂。”
这位家长说，因事出意外，且合
同里规定“因个人原因出现的退
营不予退费”，导致她后来的退
费过程十分周折。

记者咨询了多家夏令营主
办方，发现对方均要求家长先支
付全款，然后签协议，个别机构
甚至拒绝在家长交款前提供协
议范本。其中一家收费最高的夏
令营的工作人员称，营地名额紧
俏，家长交全款后孩子方可优先
面试，面试通过才能参营，俨然

“供方市场”的派头。
一些家长还指出，近年来线

上报名越来越常见，有的机构打
着组织夏令营的旗号，却连办公
地点都没有。一旦发生纠纷，根本
找不到组织方的人，更别提维权。

除了“霸王式”签约，记者发
现，夏令营组织方还存在层层转
包的情况，给学生安全和后续维
权带来隐患。

“有些地方没生源，就靠转
包。”一位业内人士坦言，“但转
包过程中出现意外怎么办，目前
谁也说不清。”

山西太原一位家长说，今年
她给孩子报名参加了一项北京名
校游学活动。没想到两地人员衔

接“有误”，孩子们抵达后无人接
站，无人安排住宿，在人生地不熟
的城市滞留长达10多个小时。

加强行业监管
建立公共平台

记者了解到，当前夏令营、
研学等活动仍存在监管主体模
糊、监管责任不到位的情况，消
费者容易面临维权困难。曾有
孩子在参加夏令营过程中被开
水烫伤，主办方以办理过保险
为由，要求家长走保险理赔程
序，不负其他监管责任。近年
来，类似的维权难案例频有发
生。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应进
一步明确相关活动的主管部门
和监管责任，以保证孩子安全，
促进行业良性发展。“主管和监
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经营方能
做到哪些安全防护保障，经严
格批准、备案，方可准许举办。”
山西省消协投诉部主任张佳
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学旅行
项目主管、副研究员张杨建议，
规范夏令营市场秩序，首先要加
强行业规范与监管，特别是要加
快行业标准的出台；其次要加强
机构资质审核，看机构是否合规
经营，是否有虚假信息；最后要
建立行业公共平台，使消费者能
够进行公开信息查询。

据新华社

转包生源 霸王条款

如此夏令营“爱你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