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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东莞存量商
品房“带押过户”现已进入实操阶段，不少市
民对该新政十分关注。东莞市住建、不动产
登记等部门近日就“带押过户”相关问题进行
了答疑。据悉，买方或卖方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或公积金商业贷组合贷款，同样可按照
存量房商品房“带押过户”模式办理，但存在
两个或以上抵押权的房产暂不能办理“带押
过户”。

据介绍，凡是符合通告明确的适用范围
及办理条件的存量商品房，无论产权是登记
在个人还是公司名下，均可申请办理“带押过
户”。非“全市通办”楼盘范围的存量商品房
已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且能正常办理不动产登
记业务的，也可进行“带押过户”交易，申请人
可到不动产所在镇街（园区）不动产登记部门
咨询办理。只要卖方是跟银行机构办理的房
屋抵押贷款，无论贷款是何种性质，均可按

“带押过户”模式进行房产交易；卖方跟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暂不
能进行“带押过户”。

“带押过户”过程中如何保障资金安全？
东莞市住建局称，为保障“带押过户”资金安
全，防控业务风险，推行交易资金由公证机构
提存账户监管模式；买卖双方贷款银行属同
一银行机构的，经买卖双方及贷款银行三方
同意后，也可自行选择资金提存（监 管）方
式。“资金提存是买方或买方贷款银行按照交
易各方约定的条件，将购房款或者购房贷款
提交至资金提存账户进行监督、保管，并在交
易条件成就时交付给卖方贷款银行或卖方的
活动。资金提存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替代其
他担保形式的法律效力，可以有效防范在银
行贷款未归还的情况下注销抵押登记带来的
风险，有利于保障银行债权不受损，也有利于
买卖双方交易资金安全，降低房屋交易风险
和成本。”

如出现查封、限制交易等情况无法完成
过户的，资金提存机构将提存账户中的购房
款及利息分别返还买方贷款银行及买方本
人，申请人可一并申请注销存量房商品房转
移预告登记和注销抵押权预告登记。

“带押过户”究竟多长时间可以办好？据
了解，存量商品房“带押过户”主要涉及房地
产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双预告”登记（即存量
商品房转移预告登记设立、抵押权预告登记
设立一并办业务）以及“三合一”登记共三项
政务服务事项。其中，房地产买卖合同网签
备案可由买卖双方当事人通过线上或线下两
种模式即时办结；“双预告”登记 2 个工作日
内办结；“三合一”登记3个工作日内办结。

中建二局：

党建引领创示范
攻坚克难显担当
4月8日，中建二局联合粤海置地共同

开展“党建引领创示范 攻坚克难显担当”
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以党建为引
领，助力项目攻坚克难，为粤海季华商住项
目展示区开放“830”节点作誓师动员。

活动中，粤海置地首先为达成展示区
开放“830”节点作战前动员，并对下一步
工作作部署。参建单位负责人先后就实现
展示区开放“830”节点目标发言表态，中
建二局为抓进度、促安全、保质量，确保展
示区优质履约，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和“青
年突击队”。随后，粤海置地为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授予“攻坚克难先锋队”，希望其
继续发扬“攻坚克难、敢打必胜”的精神。

最后，参建各方代表签署“830”攻坚
目标责任状，明确分工职责，确保圆满完
成目标任务。（杨文 周传建 谢中富）

4月 1日，由羊城晚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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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拉开帷幕。开赛短短两
周，已吸引业内众多机构踊跃
参加，收到近百份投稿作品。
大赛将掀起吸引更多医务人
员积极投身健康科普的浪潮，
助力健康科普“叫好又叫座”。

日前，作为主办方之一的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接受羊城
晚报专访时表示：“从健康科
普来讲，医疗卫生机构是主阵
地，医务人员是主力军。作为
行业主管部门，要想方设法鼓
励和推动医院、医务人员多多
参与其中，提升科普传播‘含
金量’。” 全面推进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离不开专业力量的支持。作为一名
医务人员，不仅要为患者解除病痛，
还要传播健康的知识和理念。《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年）》规划的
15项专项行动中，排在第一位的就
是健康知识普及。医务人员常年奋
战在健康领域“第一线”，是健康知
识普及的主力军。

今年以来，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在健康教育常态化
的同时，更加注重健康教育的精准
化，积极推进以医疗卫生机构为主阵
地、医务人员为主力军，强化优质科
普供给力度，让市民触手可及更多货
真价实的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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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面向社
会科普宣教，引导群众通过关注自
身、改变行为来促进健康，让健康教
育成为远离疾病的良方。譬如东莞
市妇幼保健院开辟了网上阵地,全速
建设网络孕妇学校,并组织专家进行
直播并答疑解惑,深受市民好评；东
莞市第七人民医院将宣传清晰地定
位在“做群众最需要的心理健康科

普”上，带来满满医疗干货，反响热
烈；东莞市人民医院打造《红楼医声》
科普栏目，让健康知识“潮”起来，圈
粉无数……

“为了推进健康教育工作，组织
每年度开展全市健康素养知识或健
康教育技能竞赛活动，全面提高全市
居民/学生/专业人员的健康素养水
平和健康教育技能。”东莞市卫生健
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一直在鼓
励医务人员成为医学知识的“摆渡
人”。在科普这条道路上，政府搭台、
部门配合、媒体支撑、群众参与是开
展健康科普传播的一大策略。在这
种形势下，优秀的科普，应成为一项
荣誉，从而推动医生科普的可持续
性，实现民众、医生和医院多方共赢。

羊城晚报作为一张文化大报、民
生大报，60多年来一直深耕岭南，熟
悉大健康领域。为进一步发挥媒体
责任担当，今年羊城晚报联合东莞市
卫生健康局举办东莞市首届健康科
普大赛，此次大赛旨在把卫生健康系
统与媒体力量有机结合，打造一个权
威、专业、利民的科普发声平台，主动
回应人民群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共
建共享健康东莞。（文/图 姚梓婷）

随着居民健康素养逐步提升，健
康知识需求已越来越大，东莞市健康
科普虽然百花齐放，但也面临不少挑
战。形式单一、内容雷同、伪科普和虚
假信息等层出不穷，给健康科普提速
带来部分挑战。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政府每年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健
康科普效果距离人民群众对健康知
识的需求尚有提升空间，较高的医
学门槛导致医学知识的科学性、专
业性与大众传播的群众性、通俗性
存有距离。

为营造清朗的健康科普环境，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积极打造权威信
息平台。2021年10月市精神卫生健
康中心与市12345热线平台实现联
动对接，开启知音莞家心理关爱热
线“88881111”，为市民提供24小时
心理知识科普、咨询与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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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篇生动有
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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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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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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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卫莞家》等一批科
普视频栏目，其中《说医不二》累计
播放过亿人次，为广大市民群众带
来喜闻乐见的健康科普知识。《我是
大救心》聚焦常见的心理健康知识
科普，受众人数超300万。

“掌心对掌心相互揉搓，掌心对手背两手
搓揉，掌心对掌心十指交叉搓揉，十指弯曲紧
扣转动揉搓……”这是正确洗手七步法。5岁
的佳佳在幼儿园老师的科普下，学会了正确
洗手，科普内容简短且有图片、视频展示，佳
佳回到家还不忘教会爸爸妈妈。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科普问答，如何
做好居家疫情防控，出差旅行如何做好防护
……”对于新冠病毒感染防治，东莞市卫生
健康局大力开展健康科普，第一时间回应群
众热切关心的问题，让大家更安心。

为了让健康科普知识能入脑入心，东莞
在健康知识传播上下足功夫。据统计，2022
年，全市累计编制发放图文海报、音频视频、
常识折页等各类宣教材料868种148万份；举
办健康知识讲座2833次、健康咨询活动719
次，总受益人群超30万人次；累计培训健康
生活方式指导员1409人次。

据悉，2022年东莞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30.29%，比2017年提升17个百分点，实现“5连升”；
东莞市民人均期望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
亡率三大指标，连续多年相当于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领先水平……这其中，健康科普功不可没。

东莞市首届健康科普大赛
收获近百份作品

短短
两周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鼓励更多医务人员参与健康科普工作，加大优质健康科普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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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住建局等部门答疑

二手房公积金贷款
可以“带押过户”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聪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住宅用地143.6万平方米、工矿
仓储用地759.77万平方米……近
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发布《东莞市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以下简称《供应计划》），今年供地
力度明显加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指标为1152.3万平方米，相比
去年（785.51万平方米）大幅增加近
五成。其中，住宅用地共计33宗，面
积较去年（190.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4.8%。松山湖地块已挂牌出让，
将于4月19日开拍。

对于 2023 年度的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供地计划》提
出 ，扩 大 低 成 本 空 间 统 筹 供
给，提升产业空间综合效益。
坚定以制造业当家，以大产业
重塑体系结构增强产业核心
竞争力，拓展先进制造业发展
空间，谋划推进一批现代化产
业园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能级提升。加快完成市、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完善空
间规划实施管理机制，强化空
间规划战略引领和底线管控，
坚持将 70%以上用地指标用
于产业项目，推动用地规模向

全市四大战略平台、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基地集聚，保障重
大战略、重大平台发展空间。

积极响应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调整优化住
宅用地供应结构，确保保障性
住房用地供应。城市更新“工
改居”和今年新增的住宅、公
寓等将相继推出市场，并发布
相关政策通知，全面暂停实施
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减少对房
地产交易市场的约束和阻碍，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
发展提供新动力。

按照 此 前 公 布 的 拟 出 让
住 宅 用 地 清 单 ，东 莞今年首
批将推出 5 宗地块，分别是南
城 1 块、松 山 湖 1 块、厚 街 2
块、常平 1 块，都属于优质地
块 ，共 15 万 平 方 米 。 目 前 ，
已有松山湖地块和常平地块
挂 牌 出 让 ，分 别 将 于 4 月 19
日和 5 月 16 日开拍，其他地
块 尚 未 正 式 挂 牌 ，具 体 出 让
时间待定。

据了解，松山湖地块占地
34064.91 平 方 米 ，总 建 面 约
85162.3 平 方 米 ，起 拍 价 为
192554 万 元 ，折 合 楼 面 价 约
22610 元/平方米。该地块位
于松山湖红棉路与礼宾路交
汇处东南侧，直线距离松木山
水库约 1 公里，周边松山湖中
心公园、梦幻百花洲、松山湖
图书馆、松山湖市民中心、万
科生活广场等生态、市政、商
业配套环绕，配套较成熟，生
活氛围较浓厚。

常 平 地 块 占 地 62366.99
平 方 米 ，总 建 面 约 187100.97

平 方 米 。 地 块 采 取“ 最 高 限
价+终次报价”的竞拍模式，
149681 万 元 起 拍 ，起 拍 楼 面
价约为 8017 元/平方米；加价
幅度 300 万元/次，最高限价
约 172132 万 元 ，最 高 限 价 楼
面 价 约 为 9220 元/平 方 米 。
该地块位于常平镇还珠沥村
沿河东三路与环常南路交接
路 口 ，紧 邻 常 平 御 苑 别 墅 项
目，属于常平新城开发地段。

“东莞今年首批推出了 5
宗地块，这些地块所处区域多
为经济强镇。”中原地产研究
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厚街是此
次出让地块最多的区域，共有
两宗地块出让，分别位于厚街
镇 河 阳 路 南 侧 和 东 阳 路 西
侧。地块所在区域正是厚街
规划打造的中央商务区板块
（珊 美 地 铁 站），其整体规划
以构建“一脉联山海，双轴延
产城”的结构，打造“多元智
汇绿谷、立体复合新城”的新
兴城区，旨在锚定科创服务功
能发展定位。

东莞市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表显示，在 1152.3 万平方米
的总量中，住宅用地 143.6 万平方米，
占计划总量的12.46%，其中，全市租赁
住房用地 2.27 万平方米；工矿仓储用
地 759.77 万平方米，占计划总量的
65.93%；商服用地 10.79 万平方米，占
计划总量的0.9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179.25 万平方米，占计划总量
的15.56%；交通运输用地58.67万平方
米，占计划总量的 5.09%；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0.22 万平方米，占计划总量
的0.02%。

从片区供地面积来看，全市六大
片区的情况分别为：城区片区 146.21
万 平 方 米 ，占 12.69% ；松 山 湖 片 区
267.71万平方米，占23.23%；滨海片区
253.13万平方米，占21.97%；水乡片区

131.81万平方米，占11.44%；东南临深
片区 262.3 万平方米，占 22.76%；东部
产业园片区91.14万平方米，占7.91%。

就 33宗住宅用地供应而言，松山
湖片区占比最高，有 10 宗约 66.89 万
平方米，其次为滨海湾区 9宗约 31.97
万平方米，城区片区以 8宗约 18.36 万
平方米排名第三，东部、临深以及水乡
各 2 宗。而从各镇街的供应来看，厚
街4宗最多；南城、大岭山、万江、长安
各3宗；松山湖和寮步各2宗；大朗、东
城、虎门、石碣、石龙、石排、麻涌、中
堂、塘厦、樟木头、谢岗、常平、滨海湾
新区，各1宗。

根据《供应计划》，33宗商住地块
将分成五批，供地时间为 3月、5月、6
月、7月以及9月，其中6月和7月为全
年供地高峰。

东莞今年首宗住宅地块本月开拍
全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全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11521152..33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住宅用地占比住宅用地占比1212..4646%%

松山湖片区住宅用地占比最高 首批地块所处区域多为经济强镇

七成以上用地指标用于产业项目

松 山 湖
地 块 已 挂 牌
出 让 ，将 于 4
月 19 日开拍

东莞市人民医院打造东莞市人民医院打造《《红楼医声红楼医声》》科普栏目科普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