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城均价环比涨幅全市最高

松山湖均价首次突破60000元

新建商品住宅
交易量价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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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3月15
日，本报报道了东莞多位市民怀疑自己
在二手房交易中遭遇诈骗（详情请见 3
月 15 日《深读东莞》A13 版《卖房却迟迟
收不到尾款？》）。对于二手房交易，东
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近日发布《关于存
量房交易风险的提示》，提醒广大消费
者谨防入“坑”。

提示称，消费者请选择已在房地产
主管部门备案且在东莞市房地产中介
协会办理从业人员实名登记手续、口碑
良好的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房屋买卖
交易，要查看门店现场是否公示了机构
备案证明，也可登录东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网站查询已备案机构情况，或向
该协会查询。

买方购房时务必了解交易房屋真实
情况，在交易前应当先行核验房源，确
保房源具备过户条件，防止出现房屋产
权人与实际售房人不一致、限制过户、
产权不清等问题。不要为节省税费签
订阴阳合同，增加交易风险。买方不要
将交易资金转入中介机构账户、从业人
员个人账户等非资金托管银行专用账
户，防止交易资金被挪用、占用。交易
双方可选择交易资金监管、选定监管银
行并签订交易资金监管协议。

交易双方签订合同时务必认真研究
合同条款，全面了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
否对等，违约责任是否明确。当事人的
主张、对方的口头承诺应当通过合同或
补充协议予以明确。卖方除谨慎签署
合同外，对任何有关房屋交易的特别约
定也要关注和警惕，包括但不限于：买
方要求卖方在合同补充条款或备注中
写上“卖方同意买方在申请产权转移登
记过户时，以买方指定第三方的名义办
理过户”类似字样；买方要求卖方在合
同之外另签署一张留有空白的所谓“主
体变更确认书”；买方提出以“经营抵押
贷”等金融产品支付购房款等。

交易双方完成存量房交易合同签订
后，要及时前往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房
屋转移登记手续，谨防因卖方债务纠纷
等原因导致出现房屋在交易期间被司
法查封。卖方要与中介机构、按揭银行
等相关机构保持联系，尤其在房屋办理
完过户手续后，要及时与贷款银行沟通
了解买方有无按照银行按揭贷款申请
要求配合办理后续交易手续。

新建商品住宅的网签销售
量，很大程度决定于是否有新盘
入市，二手住宅的网签销售量，
则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购房者
的需求。

在东莞2月二手住宅网签销
售情况方面，网签套数为 2286
套，网签均价为 22256 元/平方
米。其中，网签均价超过 20000
元/平方米的镇街（园 区）有 17
个，网签均价超过 30000 元/平

方米的街道（园区）有2个，分别
为松山湖(42204 元/平 方 米)、南
城(31966 元/平方米)。

纵观2月二手住宅网签销售
套数，排名前三位的镇街依次是
南城（210 套）、常平（197 套）、东
城（168 套）；洪梅（5 套）、谢岗（1
套）排名后两位，而谢岗也是网
签均价最低的，为 4393 元/平方
米。

从数据上可以发现，东莞二

手住宅网签销售量大致与镇街整
体人口密度及经济实力相关联，
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量排名
靠后的东城街道及莞城街道在
二手住宅网签上均表现活跃，可
见城区成熟的配套依旧是其一
大优势。此外，部分新兴镇街二
手住宅已进入第一梯队，例如，
水乡小镇道滘镇的二手住宅网
签均价达到27975元/平方米，超
过全市均价，位居全市第四。

与 1 月相比，2 月东莞有 20
个镇街（园区）的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出现了上涨，其中，南城网
签均价54882元/平方米，环比1
月上涨约85.7%，涨幅全市最高。

究其原因，南城网签的数据
主要来自于东莞 CBD 华润置地
中心华润悦府项目。2月底，该项
目首开2栋（9/10 号楼），整体备案
均价约59308元/平方米。3月中
旬，11号楼成功备案，共108套房
源，备案单价最高的为 66551.37

元/平 方 米 ，备 案 单 价 最 低 的
56937.56 元/平 方 米 ，均 价
63243.77元/平方米，上涨约6.6%。

2月松山湖网签均价排名全
市第一，并首次突破6万元/平方
米，再加之东莞 2023 年首宗住
宅地块正式挂牌就是落子松山
湖，这也让业界对该区域的楼市
持续看好。据了解，该地块位于
松山湖中心公园与松山湖图书
馆之间，距离万科生活广场约 1
公里。地块占地面积约34064.91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5162.28 平
方米，竞 拍 起 始 价 192554 万
元 ，起 拍 楼 面 价 22610 元/平
方米。

业内人士提醒，同一镇街
（园区）不同楼盘的价格分化较
大，有时会被高价盘集中网签抬
高，有时候也会被低价盘拉低。
评估所在片区的楼市走势，还是
要具体到单个楼盘的备案价、网
签价，买房更是要看各楼盘的具
体情况。数据显示，东莞2月新建商

品住宅（地面建筑层数超过 4
层）网签 2155 套，同比 2022 年
2 月的 851 套，增长 153.23%；
网签均价 29515 元/平方米，同
比 2022 年 2 月的 23055 元/平
方 米 ，上 涨 了 6460 元/平 方
米。地面建筑层数4层以下的
新建商品住宅，2月成交95套，
成交均价 34092 元/平方米，环
比1月均价下降了760元/平方
米，同比去年 2 月均价上涨了
3031元/平方米。

2月新建商品住宅（地面建
筑层数超过 4 层）网签销售情
况具体到东莞各镇街，在 1.63
万元/平方米-6 万元/平方米

不等。共有 13 个镇街网签均
价居于 2 万-3 万元/平方米之
间，11个镇街的网签均价低于
2万元/平方米。网签均价超过
4 万元/平方米的有 3 个街道
（园区），分别为松山湖、南城、
东城。其中，松山湖排名全市
第一，均价 60280 元/平方米，
而这也是松山湖网签均价首次
突破6万元/平方米。

在网签销售套数上，虎门
以 231 套位居成交数量榜首，
常平、沙田、南城、茶山、樟木
头五镇街成交量均破百。网
签销售套数最少的镇街则分
别是莞城（3 套）、石排（6 套）、
东城（11 套）。

从网签销售套数排名可发
现，人口基数较高以及新房库
存量较大的镇街更能保持稳
定的新房需求。部分经济较
为强劲或人口密集的镇街，如
东城街道与莞城街道，由于新
盘供应不足，导致网签量偏
低，而石排、企石等新房库存
量较高的镇区，则更多是因为
需求疲软。

对于东莞 2月新建商品住
宅量价齐升的情况，有业内人
士认为，主要是受春节前后两
个月积压需求释放的影响，看
房人数增加，叠加东莞出台首
付降低、利率下滑等多项利好
政策，因此楼市起色明显。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聪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上周，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了《2023
年2月东莞市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据悉，
今年2月，东莞新建商品住宅（地面建筑层数超过4
层）网签2155套，环比 1月增长27.44%；网签均价
29515元/平方米，环比 1月上涨 17.6%。二手住宅
网签 2286 套，环比 1 月增长 44.32%，均价 22256
元/平方米。

东莞市房地产中介
协会发布交易风险提示

买卖二手房
谨防这些“坑”

4层以上住宅网签2155套，环比 1

月增长27.44%；均价29515元/平方米，

环比1月上涨17.6%

17个镇街（园区）二手住宅均价超两万

高质量建设健康东莞，需要政
府、学术界、媒体和社区居民共同努
力，科普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每个

“自我”行动起来，聚沙成塔为“我
们”组团健康。

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背
景下，健康教育工作得到越来越多
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健康工作者
的积极投入和主动响应，他们主动
站出来在健康科普方面给予公众及
时正确的引导，涌现出一批健康科
普精品和科普明星达人。譬如东莞
市人民医院推出《红楼医声》栏目，
带来满满医疗干货，反响热烈；东莞

市第七人民医院打造《我是大救心》
栏目，聚焦常见的心理健康知识科
普；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开辟了《莞妇
幼健康》栏目，让妇幼健康知识“潮”
起来；东莞爱尔眼科医院打造《有医
说E》栏目，分享科学健康的用眼知
识，圈粉无数……

为了点亮科普明灯，由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主
办，羊城晚报东莞全媒体传播中心
承办的东莞市首届健康科普大赛即
将于4月份启动。

据悉，本届大赛面向东莞市全
体卫生健康工作者，作品主题涵

盖健康生活方式、中医药健康促
进、慢性病防治、癌症防治，以及
青少年人群、老年人群、妇儿人群
健康管理等各大方向，作品类别
包括表演类、视频类、图文类。登
录金羊网进入赛事专题页面即可
报名参赛。

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大赛给
健康科普达人提供一个展示自我
才华的舞台，同时传播健康科普优
质作品，真正使健康教育科普理论
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为美好生
活铺就健康基石。

（文/姚梓婷 图/王俊伟）

大众对维护和促进健康有了更
加主动的意识，期盼得到更多“好
看、好听、好记、好用”的健康知识。
然而，随着网络传播的多样化，当下
的健康科普良莠不齐，部分伪科普
乃至谣言变得比较活跃，怎样才能
让健康科普知识真正被老百姓所知
所获所用？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东莞健康
行动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这些年，
东莞健康教育工作努力走近百姓身
边、贴近大众生活。

打开“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东

莞疾控”两个微信公众号，“关于‘甲
流’，这份秘籍请收好！”“HPV疫苗
第二针将开打！”……一篇篇健康科
普文章展现在读者眼前。据悉，近
三年，“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东莞疾
控”两个微信公众号共发布推文超
一万条，总阅读量超4亿，总关注人
数超 385 万，已逐渐成为市民获取
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良
好渠道。

政策加持，行动给力，东莞一直
拥抱变化。东莞市卫生健康局积极
探索亲民的宣传模式，擦亮健康科

普品牌。陆续推出《说医不二》《我
是大救心》等一批科普视频栏目，其
中《说医不二》累计播放量过亿，为
广大市民群众带来喜闻乐见的健康
科普知识。此外，依托居民健康素
养知识竞赛、全民运动会等惠及大
众的健康活动，让健康触手可及。

如今在东莞，随时随地都能看
见全民健身的身影，球场上，运动健
将肆意挥洒着汗水；公园步道上，爬
山爱好者迈开矫健的步伐；松山湖湖
畔，居民迎着朝阳慢跑……健康生活
方式已深深融入东莞市民的日常。

近年来，东莞市先后出台《“健
康东莞 2030”行动计划》《东莞市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
宏观的卫生健康制度构建，逐渐演
变为辖区居民微观个体的健康塑
造，逐步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从高屋建瓴到实际基层工作的落地
生根。

目前，东莞市已逐步建立起以
市健康教育所为龙头，以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为基础，以街道、社区、学校、企事业
单位、机关为延伸的健康促进与教
育体系。

与此同时，东莞市通过积极发
挥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社区家庭
医生团队等作用，运用健康教育云
平台、农村文化礼堂、学校等阵地，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社区、健康家
庭等健康细胞建设，把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知识普及到千家万户。据统
计，2018 至 2022 年，全市共举办千
场健康讲座，健康活动 1.3 万场，受
益125万人次。

健康东莞，共建共享。全市已
构建起覆盖全域的健康教育普及圈，
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使得辖区居
民也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积

极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我婆婆血压
高，现在我们吃饭都注意了，少用盐
少用油，合理饮食，每天运动，既能
减轻体重，还能稳定血压。”家住大
朗镇的黄晓丽说，他们村有健康教
育指导员，讲健康知识，开展健康教
育活动，现在家家都有健康“明白
人”，生活方式也都改变了不少。

得益于密集的健康教育行动，
东莞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逐年稳步
增长，2022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30.29%，即每 100 名 15～69 周岁的
东莞居民中，有 30名居民已具备基
本健康素养。

传递卫健“好声音”
东莞首届健康科普大赛即将启幕

提升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最新的东莞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监测结果显示，2022 年东莞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30.29%，五年间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17%（2017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3.06%）。居民健康素养的稳步
提升，得益于近年来健康东莞行动的全力推进，不断培育
健康科普品牌矩阵，推进健康教育进千家万户。

为点亮科普明灯，铺就健康基石，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携手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将于4月份举办东莞市首届健康
科普大赛，希望通过本次大赛聚焦公众眼球，普及医学知
识，为健康东莞行动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健康东莞”

创新宣传，织密健康教育保障网

点亮科普明灯，传播健康知识

东莞定期开展爱心义诊活动守护市民健康

东 莞 市 民
在户外开展锻
炼活动

东莞新建商品住宅上月网签 2155 套（资料图）

东莞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