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将如期而至，合
肥楼市有哪些方面让老百姓
不满意？昨日，合肥某房地产
网站独家发布《合肥购房者消
费白皮书》显示，房屋质量不
过关、假学区房、物业管理不
过关等三大问题，让消费者最
“揪心”。

记者 任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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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最易发生纠纷

调查结果显示，57.14%的购房者认为新

房最容易产生纠纷，14.29%的购房者认为

二手房最容易发生纠纷，28.57%的购房者

认为装修最容易发生纠纷。而在新房的房

产纠纷中，老百姓心目中最担心的三大问题

是“房屋质量不过关”、“假学区房”和“物业

管理不过关”。

常有业主反映楼体不稳定墙体渗漏、裂缝、

墙皮脱落、水气电暖设计不合理、公用设施质量

不过关等问题。目前，“延迟交付、延迟办理房产

证，产权问题”、“备案价与销售价不符”等问题并

不多。74.07%的购房者认为合肥楼盘广告存在

夸大宣传现象，16.67%的购房者认为这种现象

仅是个别楼盘开发项目，仅有1.85%的购房者认

为不存在广告夸大宣传现象。

三成人选择法律维权

遇到房产纠纷问题，38.18%的购房者选

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主要解决方法还是与

开发商直接交涉。调查结果显示，85%的受

访者认为合肥房地产市场诚信度一般，11%

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市场诚信度低，4%的受

访者认为合肥房地产市场诚信度高。

在合肥各个区域中，受访者最满意的购

房区域，首先是滨湖区，其次是蜀山区，排在

第三位的是政务区。滨湖区包括“环湖

CBD”、省府板块、后台金融服务基地等板

块利好因素；蜀山区东有成熟商圈，西北临

水库、南靠大蜀山，有山有水，环境优质；政

务区，合肥优质资源集中地，不仅吸引大量

刚需购房者，也带动投资型、改善型群体的

置业选择。

80万以下房源受青睐

从去年10月开始，合肥房价连续5个月环

比上涨，由此，合肥住宅的“刚需价格线”也在逐

步上扬。据调查结果显示，8000元/㎡的房价已

经被购房者接受。根据购房者心态调查问题“您

置业能够接受的房源总价”结果显示，有72.22%

的购房者选择能够接受 80 万以下的房源

（33.33%能接受60万以下，38.89%能接受60～80

万），选择80万以上的购房者仅占不到3成。

在“您置业能够接受的房源面积段”问题

中，83.97%购房者选择房源的面积段为70～

120 ㎡（70～90 ㎡ 占 32.69% ，90～120 ㎡ 占

51.28%），这一面积段多为刚需户型房源，而选

择120㎡以上的改善型购房者占比12.82%。

从刚需与改善两大置业群体的占比，可以看出

目前合肥楼市刚需房源的需求量仍较大。

夫妻出售有毒花椒供饭店做火锅底料
2014年安徽食药打假十大案例公布 10个案例马鞍山占6个

医院从无资质企业购进医疗器械、火锅中掺杂毒
花椒、商家违规走私未检疫牛肉……3月12日，安徽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2014年3·15公布食药
监打假十大案例”。市场星报记者发现，从十大案例所
发生的区域来看，我省马鞍山成“重灾区”，10个打假
案例中，有6个来自马鞍山。

合肥购房者消费白皮书：

房屋质量、假学区房、物业三大问题让消费者最“揪心”

石跃新 记者 王玮伟

走私未检疫牛肉，涉案额552万元

案例：2014年4月26日，蚌埠市食药监局对宏

业集团肉联厂批发市场进行专项检查。检查中发

现，部分经营者销售的鲜冻肉类产品无中文标签，且未能提供出入境

货物检疫证明。

后经警方侦查，当事人翁默然、石新江侠等人从南京、郑州、广州

和徐州等地购进未经检疫无中文标签标示产地为巴西的牛肉产品，在

蚌埠市宏业集团肉联厂批发市场内销售。本系列案件涉案金额552万

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处罚：根据相关规定，其中10名当事人涉嫌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

食品罪。目前该系列案件已经侦查完毕，10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夫妻出售有毒花椒，均被审查起诉

案例：2014年2月8日，蚌埠市食药监局对蚌埠市龙子湖区某

火锅店自制火锅底料及可能存在问题的原料花椒、辣椒进行追踪

监督抽检。

执法人员得知火锅店供货方为蚌埠市龙子湖区的海艳干货商

行。同年3月6日，执法人员对该商行销售的特级韩城梅花椒等食

品原料进行抽检，结果不合格，均含有罗丹明B。

后经警方查明，自2010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孙超、李海艳夫妻

二人分别从山东某市场购进各种含有罗丹明B的花椒共计400公

斤，在蚌埠市国强路市场向外销售，共得赃款21432元。

处罚：根据相关规定，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

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

料加工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据介绍，海艳干货商行剩余花椒64.6公斤被依法扣押。目前，

该案已经侦查终结，由蚌埠市龙子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雨润肉制品不合格，企业遭五倍罚款

案例：去年10月16日，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信息函，显示在

上海某商场抽取到的马鞍山雨润百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贝贝罗尼意式

萨拉米（生产批号2014年8月13日）为不合格食品，检出含有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

次日，马鞍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检查，在该公

司食品成品库未发现2014年8月13日生产的贝贝罗尼意式萨拉米的库

存；调取该公司生产记录和发货记录，发现仅去年8月份，该公司便生产

了4000多袋。执法人员现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暂停不合格食品

的生产，立即召回该批次不合格食品。

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 3157.8 元；2、处以生产食品货值金额五倍

55400元罚款。

医院从无资质企业购进医疗器械

案例：2014年5月13日，执法人员依法对马鞍山某医院采购管

理中心仓库检查，在三楼医疗器械仓库发现货架上摆放有德国B.

Braun Melsungen AG生产的三通（注册号：国食药监械<进>字

2009第3662521号）共70支；苏州碧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密闭

式静脉留置针（注册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3151074 号）共

172支。

调取购进票据显示，上述医疗器械均于2014年从安徽零感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购进，但该院提供的安徽零感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期限至2013年7月20日。经请示，执法

人员现场依法对上述医疗器械予以查封扣押。

处罚：1、对该医院警告；2、没收违法使用的三通 70 支和密闭式

静脉留置针172支；3、没收违法所得5.9万余元；4、并处违法所得4倍

罚款23.9万余元。

10个案例占6个，马鞍山成“重灾区”

记者发现，除了上述四个案例，其余六个案例分别为：蚌埠市赵某未经许可从事第二类
医疗器械生产活动案、安徽某医药有限公司涉嫌未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疫苗、马鞍山
市经营不符合国家标准食品案、马鞍山市经营超过保质期保健食品案、马鞍山市采石矶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食品的包装标签标识标注涉嫌不符合国家标准案、马鞍山市花山区某药房
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A7胶囊等药品案。

从十大案例所发生的区域来看，涉及的区域分别为合肥、蚌埠和马鞍山，不难看出，我

省马鞍山成“重灾区”，10个打假案例中，有6个来自马鞍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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