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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可持续 北京明确灾后重建思路

时隔近五年在京拿地 一线城市蹚过万科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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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未至， 万科带给了市场一剂强心针。8
月9日，北京土拍再次开启，一日入账32.6亿元，
其中通州邓家窑地块并未触及上限， 被万科以
27.4亿元成功拿下。 这也是万科时隔近五年首
次在京拿地。

在前有碧桂园告急、 后有优化悬而未决的
情况下， 万科出手一线城市特别是北京土地市
场，无疑是一个利好。据知情人士透露，万科目
前也确实进入到不得不在北京补仓的阶段，否
则“一旦市场开启，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突围六大央国企

本轮土拍结束， 目前北京土地市场中已经
没有在挂地块，也就是说，随着通州、延庆两宗
地块拍卖落槌， 北京土地市场也将进入到中场
休息阶段。两宗地块竞卖表现过程乏善可陈，此
次土拍最大看点当属万科终于拿地了。

已多年未在北京市场拿地的万科， 终于再
次出手补仓， 要知道万科上一次在北京土拍市
场上拿地还是2019年， 距今已近五年时间。随
着通州邓家窑地块的入账， 万科在京的不拿地
纪录终于划上休止符。

通州邓家窑地块用地性质为R2二类居住
用地、A334托幼用地， 土地面积约4.24万平方
米，规划建筑面积约7.86万平方米。从地块区位
来看， 通州邓家窑地块近地铁6号线物资学院
站，直线距离800米左右，满足步行及骑行到达
要求。周边生活配套相对完善，居住界面以二手
住宅为主， 新住宅圈层仅有北京城建开发的一
个新房项目在售，项目入市具有较强竞争力。

受地块属性影响，哪怕有“双限购”制约，通
州邓家窑地块还是吸引了招商、 首开、 北京城
建、中海、华润、中建玖合、万科等7家实力房企
报名参与。率先进入板块的北京城建再度参与，
今年屡屡参拍的万科也有强烈布局通州的意
愿。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地块现场竞价也主要
围绕北京城建、中海以及万科交替进行。

最终，万科以27.4亿元摘得上述地块，溢价
率10.04%，楼面价3.68万元/平方米。与销售指
导价6.5万元/平方米相比， 通州邓家窑地块有

极大的“缝差”。
北京链家研究院分析师岳微指出， 此次出

让地块体量较大，虽处两区交界处，但受通州双
限购影响较大， 对开发企业产品设计及运营管
理水平要求较高。

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 通州严格的双限政
策也影响到区域楼盘去化。 从当前已入市项目
去化情况来看，部分楼盘的网签不尽如人意。但
从土拍市场来看， 年内北京已成功出让四宗位
于通州的地块，皆为溢价成交。其中，通州梨园
地块触顶“双上限”最终摇号拿地。

在岳微看来，虽然通州限购政策仍严格，但
实力房企区域内积极的投拓意愿也是区域市场
的强支撑。

不得不补的仓

拿地之后，市场的关注点也集中到万科在北
京土地市场停摆多久、之前万科为什么不拿地？

事实上，万科之前不是不想拿，而是拿
不到。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北京土地市场就呈现
“冷热分化”的局面，热门地块动辄几十家房企
参与，这种情况下，拿地更是全凭“运气”。而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万科以独立或联合体方式，参
与了多宗北京住宅地块的竞拍， 但最终都因运
气不佳，没能成功“摇中”。

某种意义上，万科选择此时补仓，也是受到
“运气”不佳的影响。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落子通州，除地块本
身属性优质外， 万科目前也确实进入到不得不
在北京补仓的阶段，否则“一旦市场开启，就没
有我们什么事了”。

就北京市场而言， 目前万科在售项目多为
“老盘”。几年前万科打造的台湖城市之光、丰台
青龙湖翡翠西湖、 石景山五里坨翡翠山晓等大
盘，贡献了万科在北京的业绩，同时这些老盘虽
有库存，但销售已接近尾声，新鲜度、号召力都
不足以形成新的流量， 市场新盘陆续供应也给
这些老盘带来一定压力。

因连续几年未有新增项目， 近年来北京区

域在万科内部的业绩表现也较为落后。 据中指
研究院数据显示，万科在2022年北京房地产企
业销售业绩榜中仅位列第14位，对比2021年下
滑11位，销售额更是出现“腰斩”的情况。

业绩层面承压， 万科也进行区域人事换防
力求解压。今年1月，万科原北京区域副总经理
曾巍调任东北区域首席合伙人， 原东北区域首
席合伙人林曈调任北京万科总经理。 彼时万科
方面表示，北京公司作为集团业务“重镇”之一，
公司希望北京公司未来能有更好的业绩表现。
北京人林曈被寄予厚望。

释放看好信号

除区域土储告急外，受万科“谨慎”风格影
响，其补仓动作也被视为“看好”的表现。

在中指研究院土地市场研究负责人张凯看
来，本次万科重出江湖补充库存，对外能够重拾
企业在一线城市热度， 维持企业影响力和竞争
力； 对内也能提振士气巩固团队。“从商办市场
回归住宅市场， 万科所考虑的也与本轮利好政
策释放带来的市场预期提升以及对核心城市市
场机会的看好不无关系。”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分析指
出，万科能够多次穿越房地产周期，与其较强的
忧患意识不无关系。 本次万科时隔多年再次在
北京拿地，释放了积极的正向信号，展现了对于
北京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看好和信心， 具有鲜明
的风向标意义。近日北京住建委释放利好信号，
房地产政策调整优化正在向前推进， 给予房企
拿地一定的鼓舞， 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拿地信
心的回升。

8月9日，根据经济观察网消息，在“一城一
策、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一线城市就像那个班
里被特殊辅导、额外加试的尖子生，如想调整
楼市“四限”（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政策，须
报各级部门审批和管理。在其他城市纷纷出台
楼市新政后，8月一场由高层召集京沪广深主
官的会议即将召开，主题关乎房地产相关政策
如何调整优化。

北京商报记者 王寅浩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7月

29日至8月2日，北京市遭遇了

特大暴雨灾害。8月9日，北京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北京

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

会。 在发布会上， 北京市委常

委、 北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

林茂不仅介绍了北京市特大暴

雨灾害的受灾和救援情况，还

明确了灾后重建思路：“一年基

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可

持续发展。”

特大暴雨致近129万人受灾

据夏林茂介绍，截至8月8日24时，全市因
灾死亡33人，主要由洪水冲淹、冲塌房屋等原
因造成；因抢险救援牺牲5人。还有18人失踪，
包括1名抢险救援人员。

此次洪涝灾害共造成近129万人受灾，
房屋倒塌5.9万间， 严重损坏房屋14.7万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22.5万亩。 目前这些灾害损
失仍是阶段性数据，造成的财产损失还在持
续统计中。

在北京各区中， 受灾最严重的是门头沟
区与房山区。 据门头沟区委书记喻华锋介
绍，7月29日以来的这场历史罕见的极端强
降雨，使门头沟区遭遇了有记录以来破坏程

度最强、受灾范围最广、经济损失最大的自
然灾害。

初步统计，全区受灾人口约31万人，约占
全区人口77%； 房屋倒损8418间、 严重损坏
26493间；城乡道路、电力、供排水、通信等基
础设施大量损毁；全区有40个村需要重建，例
如大家熟悉的潭柘寺镇， 有47%的村全面受
灾，王平镇16个村、4个社区全部受灾，其中11
个村需要重建。此次洪灾，给人民生命财产带
来了极大的损失。

房山区委书记邹劲松介绍， 房山区是本
次特大暴雨灾害导致人员财产损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暴雨损毁县级以上公路10条、乡村
公路230条、 桥梁119座，77个村断路。 北沟
108国道多处被洪水冲毁，132个村通信中断，
218个村供水中断。琉璃河和窦店2个110千伏

变电站被洪水浸泡，无法正常工作，导致134
个村和16个社区供电中断。 损毁倒塌房屋
2.15万户、6万余间，6300余辆汽车被淹，全区
20万亩耕地全部被淹，8.1万亩减产，3.3万亩
绝收。

累计转移群众8.2万余人

灾情发生后， 北京市委市政府一刻不停
“抢险、抢修、抢通”，全力做好“四通一保（通
路、通电、通讯、通水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各项救灾工作。

据夏林茂介绍， 在快速抢通道路方面，
北京市投入3400余人、2400台（套） 机械设
备，8月7日，256个断路村全部具备应急通车
条件； 在快速恢复通电方面， 北京市投入

2400余人、105台发电车、427台发电机的抢
修力量，截至8月8日18时，除异地安置的9个
村外，全部村已恢复供电；在快速恢复通水
方面， 北京市紧急调配专业力量700余人和
应急供水车70余辆，截至8月8日18时，通过
管网抢修、安装净水设备、提供应急水车等
方式，除异地安置的5个村外，全部村已恢复
供水；在快速恢复通讯方面，全市采取基础
修复和应急措施恢复通信， 截至8月8日18
时，342个村全部恢复通信。

“面对断路、断水、断电、断通信等情况，
我们协调各方成立8支由部队、应急、通信、供
电等组成的攻坚分队，全面挺进所有失联村。
同时，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喻华锋说。

据喻华锋介绍，道路中断时，在陆航、警
航直升机协助下， 门头沟全区向22个受灾严
重点位空投生活物资和药品， 并将山区10名
危重症患者和伤病员空运至城区救治。“随着
救援通道逐步打通， 我们同步调配应急救灾
物资328吨，送到群众手中。同时，设置1个区
级、26个镇村安置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据邹劲松介绍 ，灾情发生后，房山区综合
运用直升机、无人机等多种手段，全力搜救被
困人员，实时处置险情灾情。针对通信、道路
中断的失联村，携带卫星电话，成立突击队徒
步进入，8月3日实现所有失联村复联。

“目前我区有4781人妥善安置在59个集
中安置点，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了工作组，全力
做好生活保障、医疗服务和心理安抚等，其余
人员已投亲靠友或安全返家。” 邹劲松说。

截至8月8日18时，全市累计转移群众8.2
万余人，利用村委会、学校、体育馆、保障性住
房等场所，集中安置受灾群众。为集中安置的
受灾群众提供了充足的基本生活物资， 配备
了医护人员和相关药品， 并提供心理疏导等
服务。

三年全面完成灾后恢复重建

随着救灾进入尾声， 灾后重建也提上
日程。

夏林茂表示，接下来，全市将统筹规划，全
面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的思路是一年基
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可持续发展。

其中，“一年基本恢复”， 就是要经过一年
左右时间攻坚，基本修复影响防洪的水毁水利
设施，完成损毁房屋修缮加固和农村居民自建
住房原址重建，科学选定集中安置点位，加强
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
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使保障能力基本恢复到
灾前水平，让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三年全面提升”， 就是要用三年左右时
间，全面完成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灾区防灾减
灾能力显著提升， 受灾地区发展能力明显改
善，为群众营造出舒适的居住环境。

“长远可持续发展”，就是着眼长远、整体
规划，优化受灾地区功能布局，全面提升基础
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不断提升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全市上下将坚持系统思
维，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恢复建设和能力提
升，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科学谋划、尽快
启动灾后重建， 千方百计恢复受灾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让群众拥有更加安全、更加美
好、更加宜居的新家园。

“目前，本市已对水务、交通、电力、通信
等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需求进行系统摸
排，制定了恢复重建项目推进实施方案、资金
保障方案，按照突出重点、保障应急、远近结
合的原则，明确重点工作任务，统筹推动恢复
重建工作加快实施。”夏林茂说。

北京商报记者 张茜琦
图片来源：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

8月9日16时17分，影片《孤注一掷》票房突破8亿元。此前一天，《孤注
一掷》提档上映，较原定时间早了3天。

外界将这种提档解释为舆论压力下的选择。据悉，该片从8月5日起
开启全国超前点映，但动辄超过20%的排片量以及黄金场的占比，也引来
了人们对于《孤注一掷》以点映之名行公映之实的质疑。

是抢占排片的恶性竞争，还是市场经济下的用脚投票，这是《孤注一
掷》点映风波的核心，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大规模点映的一次思考。

不久前，《八角笼中》 几乎20天的点映时间刚刚掀起类似的争议。点
映之“点”，在于小范围的提前试水，以帮助影院和片方根据口碑反馈及
时调整策略，排兵布阵。

但根本目的仍是宣发，在公映前的“窗口期”，锁定第一批观众，借以
发酵口碑、拉高热度，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特别是在点映票房计入总票房后，点映成绩、点映口碑本身就已经
成了一种宣传话术。据悉，《孤注一掷》点映总票房已突破5.35亿元，成为
中国影史点映总票房冠军。

但这种固定范围的宣传，也注定了容易藏污纳垢。而点映一旦变了
味，这种小动作、灯下黑可能更多。

比如，与专业观影团的合作，让点映口碑极大掺水；相关平台上点映
不开分的惯例，让真实影评无处可寻。粉丝点映包场、买断，水军控评，更
让不明真相的观众随波逐流，不知不觉中被割了韭菜。

流量参演，点映不开分，《孤注一掷》精准踩雷。孤注一掷引来的非
议，其实是“点映”本身口碑的下滑。

按理说，大规模点映，测试人群更广，让观众于宣发的滤镜中获得更
真实的评价。而这种规模的扩大，顺应市场规律，质优者获得更多排片机
会，毕竟电影院不是大锅饭，片片机会均等。

今年以来，电影市场强劲复苏，时间跨度较长的暑期档更是异常火
爆。从《八角笼中》到《热烈》，再到《孤注一掷》，一部比一部点映规模大。

当竞争加剧，点映内卷的“火”从质量烧去了宣发，而当“点映”本身
风评被害，大规模点映自然更会招来非议。

影片市场讲究的是长尾效应，但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宣发成
了各家必备技能，以至于业内出现了行话“做口碑”。

点映放大不是错， 如何让点映的意义不被稀释才是大家最在意的。
大规模点映的同时，要避免票房注水，粉丝乱带节奏，挤占原本档期内公
映点映的排片，进而出现恶性循环，“误伤”了真正的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