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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多种需求致购房热

房购成都，是刚需多还是投资性
多？有哪些表现形式？在采访中记者注
意到，主要有三类人群：

求学就业养老成移居首选。两年前
的7月，在达城某事业单位上班的陶女
士，经历了近两个月的奔波之后，终于在
成都市区的2.5环位置，买下了一套100
余平方米的二手房。“100万元，心痛
呢！”话虽这么说，但从陶女士的一脸喜
色还是能看出，这房买得值！“怎么办嘛，
儿子要到那边读书，需要人照顾，总不能
老租房住吧？”她说。

而李先生当初购房则是为了去成都
养老。成都城市大，各种硬件设施完善，
气候宜人，而且周边风景名胜区众多。
前些年李先生从达州市某单位退休后，
手有余钱的他毫不心痛在成都买了一套
房子，装修后老两口乐颠颠搬去了成都，
平时到周边风景名胜区转转，偶尔回达
州和儿女孙辈团聚。后来，孙子考进成
都一所著名中学，老两口又担负起双休
日照顾孙子学习生活的任务，日子过得
充实而从容。

投资性购房搅动移居热。买房、投
资，在2005至2011年期间，几乎成为一
大热点词汇。“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建设步
伐的加快，大量的拆迁安置及房屋改造
建设，也为众多城区居民提供了强大的
移居动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界
人士分析认为，一方面，那个时候投资产
品还不是很多，形式也较为单一；另一方
面，房价涨速正处于不断上升期，投资房
产其利可观。这自然成为达州人到成都
购房的一大诱因。

高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早
期的时候成都房价三四千元，而达州也
是近千元，相比来说，成都房价的升值要
快得多。”谈及到成都购房的原因时他
说，尽管那时自己也没多少存款，但按揭
是不成问题的；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考虑到还在读小学的儿子到时也可以到
成都就读。因为外地人到成都读书得有
户口或购房得满一年。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小孩不到成都上学，投资也是不错
的选择。最终，他花50余万元按揭了一
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盲目性购房带动人口移居。“到成都
买房这一群体中，乡镇及村干部占一部
分。”在我市长期从事房地产市场分析调
查的黎先生说，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房产
市场迅速发展，一些乡镇房价不断走高，
各县城房价不断攀升，在剩余资本的作
用下，这部分人的选择大多是买房，所以
一些人选择到成都置办房产。另一方
面，就是跟风。一些人看到别人在达州
或成都买房，不管自己眼下用不用得着，
一来考虑到以后可以自住，二来考虑到
可以出租，还可以用作投资，买房成为他
们的不二选择。

原因：
多因素带动自然迁移

“除了时下城市人口自然迁移这个
大趋势外，人居环境、经济发展、交通条
件也是影响达州人前往成都购房置业的
重要因素。”市建设局房地产业科一负责
人告诉记者。

置业成都手头有钱
据华西城市与房产研究院联合成都

透明房产网推出的《二级城市购房力调
查报告》显示，四川二级城市购房者买走
了成都一半左右房源，其中又以内江、达
州、攀枝花、宜宾等十大城市为主。
2011年，达州人就在成都买走18000多
套房子，成为了四川二级城市中仅次于
内江，在成都购房排名第二的城市，占
2011年四川二级城市在成都购房总套
数的18.4%。

“只要有相关媒介组织开发商到达
州巡展，主办单位几乎不用动员，开发商
们就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展。毕竟越来越
多的达州人有意置业成都，这是开发商
们最为看重的。”曾有多次组织赴成都看
房团经验的黎先生介绍，究其原因，主要
是达州经济近年来呈快速发展势头。

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
达州GDP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011.8亿元以来，2012、2013两年均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其中，2012年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135.46亿元，同比增
长13.6%；201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245.4亿元，增长10.2%，经济总量
居全省第六位，人均GDP排名16位。
而在“2005最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均
GDP排名”中，达州市排名则为207位，
在“2013年中国城市GDP排名”中，跻
身至146位，同比提升了61位。

交通条件快速改善
“在达渝高速还未开通前，坐火车到

成都要六七个小时，而近年来，达州至成
都不仅开通了大巴、民运航线，动车的开
行更是为达州人前往成都发展、旅游、定
居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谈及长期往返
于达州至成都的感受，陶女士表示现在
动车开行后方便多了，只需两个多小时，
且可以网上订票，随到随取。

记者从达州车务段获悉，2014年国
庆节长假运输自9月28日起至10月7
日止，达州火车站共发送旅客40.9万
人，同比增加1万人，增长2%，高峰日为
10月1日，全段共发送旅客5.4万人；其
中，达州站发送旅客30万人，同比增长
6%。成都方向旅客为14.5万人，重庆
方向为7.5万人，北上广方向为8万人左
右。

从该数据可以看出，前往成都方向
旅客占绝大部分。“虽然无法判定前往成
都的旅客是否都买了房，但可以肯定的
是，随着近年来交通的快速发展及动车

的开行，为前往成都的达州人带来极大
方便。”黎先生分析认为。

投资需求成购房诱因
据2011年《二级城市购房力调查报

告》显示，达州市民在成都买房，几乎一
半的购房者选择了4000元-5000元/平
方米，以及5000元-6000元/平方米两
个区间的房源，分别占所有达州人在成
都购房的24%和23.5%。其次是6000
元-8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总共占了
26.4%。另外，达州购房者在成都买房
的首选区域当然还是主城区，占了达州
购房者的 33.8%；其次是温江，占了
14.8%；第三则是龙泉驿区，占所有达州
购房者的14.1%。

同期相比，达州的房价则呈不断攀
升之势，其间差距越来越小。据《2011
年达州房地产业年度分析报告》显示，
2011年全年，通川区商品房成交均价
4745.91元/平方米，达川区商品房成交
均价4050.17元/平方米。近年来，达州
的房价虽与成都拉开了较大差距，但仍
基本保持稳定。据达州房地产指数研究
中心数据监测，今年11月份，我市新建
商品住宅共成交1639套、成交金额7.05
亿元、成交面积14.85万平方米，成交均
价4753.95元/平方米。

就成都与我市个别楼盘而言，价位
差也在不断缩小。如今年11月，成都某
楼盘年末就特惠推出四房一口价7999
元/平方米，而我市一些较好位置的楼盘
定价也已达6000多元/平方米。

人居环境是房市推手
成都城市硬件软件完善，人居环境

较好，为了生活得更好，于是移居成都成
了一些人的更好选择，特别是达州一些
退休的公职人员，前些年热衷到成都买
房居家养老，同时照顾孙辈上学。

“一些人手中有了钱后，向往大城市
的生活，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黎先生分析认为，因为其城市环境、社会
服务、医疗条件、教育就业等，都要好过
中小城市，移居成都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此情形下，众开发商更是打出了
人居特色的旗帜，吸引众购房族前往。
如位于温江的某楼盘，在广告宣传语中
声称：一开盘就是准现房，18层保证了
舒适度，紧邻地铁4号线等。天府新区
一楼盘则标出，毗邻8500亩亚洲最大湿
地公园，并打造成都首个“超级商业公
园”。当地一些置业公司还联合各开发
商、外地不同媒介不断举办购房节，以抱
团采购的形式提供相应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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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011年，达州人就买走18000多套房子，除成都本地外，仅次于内江
●买房三类人群：求学就业养老，投资赚钱，盲目跟风

2011年以来，随着国内房地
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全国房地产业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拐点，但这
丝毫没有阻挡达州人到成都购房
的热情。数据显示，仅2011年，达
州人在成都买走18000多套房子，
除成都本地外，成为全省市州中仅
次于内江的城市。近年来这一速
度虽有所放缓，但“移居成都”的达
州人仍呈不断上升趋势。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
么？连日来，记者从多方面进行了
深入调查。

□本报记者 李道全

【除木质衣柜上的油墨迹】
可在一份水中加两份白醋，用海绵

沾混合液抹拭木制衣柜上的油墨迹，然
后清洗并使其干燥。

【除木质衣柜上的水印】
衣柜因滴上水没有及时抹净，过

一段时间，水渗入漆膜空隙并积存，
使漆膜泛起一种水印。这种情况下，
只要在水印痕上盖上一块干净湿布，
然后小心地用熨斗熨湿布，这样水印
就会消失。

【白色衣柜变黄的处理】
衣柜表面的白色油漆，日久会变

色，可用抹布沾牙膏抹试，注意不要用
力过猛。也可把两个蛋黄搅匀，用软刷
子往发黄的地方涂，干后用软布小心抹
干净就可以了。

【除木质衣柜上的油污】
残茶是极好的清洁剂，抹后再喷少

量的玉米粉进行抹试，最后将玉米粉抹
净即可。玉米粉能吸收所有吸附在衣
柜表面的脏物，使漆面光滑明亮。

电饭锅是家用电器中的耗电大
户，若使用、保养不当，就会使耗电
量大增，严重时还会缩短电饭煲使用
寿命。了解一下在使用电饭煲过程中
如何节电的秘诀吧。

1、做米饭时，最好将米淘净在
清水中浸泡15分钟左右，然后再下
锅，这样就会大大缩短煮饭的时间，
且煮出的米饭特别香。

2、充分利用电热盘的余热。当
电饭锅中的米饭沸腾时，可关闭电源
开关8至10分钟，充分利用电热盘
的余热后再通电。当电饭锅的红灯
灭、黄灯亮时，表示锅中米饭已熟，
这时可关闭电源开关，利用电热盘的
余热保温10分钟左右。

3、电饭锅切勿当电水壶用。同

样功率的电饭锅和电水壶同样烧一暖
瓶开水，用电水壶只需5-6分钟，而
电饭锅则需20分钟左右。

4、避峰用电是最好的节电方
法。同样功率的电饭锅，当电压低于
额定值10％时，则需延长用电时间
12％左右，用电高峰时最好不用或
者少用。

5、保持内锅外锅清洁。电饭锅
使用过久而不清洁的话，会使内锅底
部与外表面汇聚一层氧化物，应把它
浸在水中，用较粗糙的布擦拭，直到
露出金属光泽为止。

6、内锅底与电热盘、内锅及锅
盖均应保持最佳接触。若内锅变形，
即内凹或外凸，均会影响内锅底的良
好接触，应及时矫正才好。 （网易）

“孔雀主要分为绿、蓝两种。绿
孔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禁止人
工饲养、销售。我养的是蓝孔雀，是
国家林业部门推广的特种养殖项
目。”一见面，61岁的养殖场场主张崇
孝便向记者解释道。

丝网罩住的禽舍里，孔雀们有
的蹲在树架上休憩，有的悠闲地散
步，有的埋头觅食，羽毛光彩夺
目，尾羽抖动沙沙作响。“雄孔雀有
直立的枕冠，羽色华丽，尾上覆羽
特别长，超过尾羽；雌孔雀的羽色
为灰褐色，而且没有尾屏。”张崇孝
正说着的时候，禽舍里的一只雌孔
雀突然发出拖腔很长的“哇——
哇”声，好象在“抗议”：“谁说我
们‘女人’不漂亮？”

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禽舍里的
孔雀一个个“臭美”起来，它们左右摇
摆，做出各种优美的舞姿。见此情
景，张崇孝急忙打开音乐，和着乐曲
的节奏和旋律，孔雀们舞得更为欢
快。

“嘘——”人群中不知谁一声长
啸，惊动了正翩翩起舞的孔雀。惊恐
之下，貌似笨拙的孔雀像被激发出了
潜力，一个个在丝网内飞腾起来。“小
心，快躲开！”张崇孝大声提醒道。一
只雄孔雀重达十来斤，雌的也有七八
斤，飞腾起来所产的冲击力不容小
觑，“能一下子把玻璃撞碎，把人的鼻
子撞出血。”吃过苦头的老张心有余
悸。

2012年，张崇孝的儿子张芝华在
相关网页上接触到有关孔雀养殖的
信息。“娃娃劝我试一试，我仔细估算
了一下养殖成本，觉得可以。”据张崇
孝介绍，一只孔雀平均每天只需要2
两饲料，跟养一只鸡每天的饲料成本
差不多；但目前蓝孔雀的市场售价为
每只2000元左右，经济效益是鸡的
100倍还多。说干就干，当年夏天，张
崇孝就从安徽买来10只孔雀，开始进
行特色养殖。

让张崇孝始料不及的是，孔雀种
苗引进来刚刚养殖了半个月，由于自

己缺乏禽鸟的防病知识，两只孔雀死
掉了。为弥补损失，张崇孝父子通过
网络、书籍等多种途径刻苦自学理论
知识，摸索养殖技术。经过两年多的
不懈努力，他养殖的孔雀已逐渐发展
到90多只。

“孔雀自身的抗病害能力还是很
强的，只要做好禽舍消毒工作，一般
情况下没多大问题。”据张崇孝讲，夏
天天热时，禽舍要两天一消毒，冬天
则一周一消毒就可以。此外，每隔四
五天要给孔雀喂食一次预防药。

“孔雀在生长两年后开始产蛋，
一只孔雀一年也就产20枚。”为提升
所产孔雀蛋中受精蛋的几率，张崇孝
在孔雀中推行“一夫多妻”制，“一只
雄孔雀配五只雌孔雀是最佳的繁殖
搭配组合，保持这个比例，繁殖率高，
饲养成本降低。”

“从每年的5月份开始，到8月底
9月初，是孔雀的繁殖季节。”据了解，
在繁殖季节，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时
分，雄孔雀们会激动地把尾屏高高地
展开，形成一个五彩斑斓的美丽大
扇，左右摇摆，做出优美的舞姿。“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开屏，目的是想
吸引雌孔雀的注意。”

张崇孝正和记者聊得兴起，三位
来买孔雀的客户来到了养殖场。“孔
雀既可以销往高档餐馆、酒楼供人们
食用，也可以销往景区做观赏之用。
另外，孔雀翎还可作为工艺品原材料
出售。”对于养殖孔雀的市场前景，张
崇孝信心满满。

“老张搞的是‘绿色养殖’，用收
购来的苞谷、谷子作饲料，里面绝没
有任何添加剂。”据该村文书蒋尚洲
介绍，在确保饲料过关的同时，张崇
孝还打了一口60米的深水井，以保证
饲养水源无污染。

“下一步，我计划把养殖规模扩
大到500只，将孔雀养殖做大做强，实
现更多价值。”张崇孝清楚，自己的养
殖之路上虽然依旧存在资金短缺、场
地受限等诸多困难，但成功之门已经
开启，“致富屏”已经绽开！

宣汉老农深山养孔雀

习惯决定耗电
电饭锅省电诀窍

华冠高挺，修颈昂扬，雄
孔雀宛如顾盼自雄的君王；美
目流盼，步履轻盈，雌孔雀恰
似美丽典雅的公主……这不
是动物园里的场景，而是宣汉
县大成镇锁辖村一家孔雀养
殖场内的一幕。

木质衣柜去污小技巧

休息

吃食

成都购房
深度揭秘达州人

□茴义

张崇耀 □本报记者
徐冬 蒲建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