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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A2-3地块（金茂府花园一期）
剩余回迁安置房分房暨交房方案

（征求意见稿）

附件4

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A2-1、A2-3、
A2-5、A2-6、A2-7地块范围内共涉及785户未完成
安置的回迁安置对象，本次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A2-3地块（金茂府花园一期）剩余回迁安
置房源 354套。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指挥部于2025年 7月 11日作出《关于对螺蛳湾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内A2-1、A2-3、A2-5、A2-6、A2-7
地块未完成安置的回迁安置对象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采取公告栏张贴及报刊登载的方式进行公
示，公示期限为 30天。为确保回迁安置工作公开透
明、公平公正地推进，立足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
目A2-3地块（金茂府花园一期）剩余回迁安置房现
状，并结合回迁安置对象自愿签署的《回迁安置确认
书》，现制定本实施方案，确保回迁安置工作依法依规
高效落实。

一、本方案适用范围
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内A2-1、A2-

3、A2-5、A2-6、A2-7五个地块未完成安置的回迁安置
对象，且在《通告》公示期满之日起5日内（如遇国家节假
日，顺延至节假日结束后第一日）提交《回迁安置确认书》
同意参与本次回迁安置工作的回迁安置对象适用本方
案，具体名单待《回迁安置确认书》统计数据后公示；在
《通告》公示期满之日起5日内提交《回迁安置确认书》明
确不同意参与本次回迁安置工作及未提交《回迁安置确
认书》的，不适用本方案，指挥部将继续落实“原协议”约
定的回迁安置对象权益。

二、分房原则
（一）依照现有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精神的原则。
（二）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按照“原协议”约定，立足现有安置房建筑面积

及户型，秉持“立足现状、已建尽分”的总体原则。
三、安置房源及户型情况
（一）安置房源情况
安置房源为金茂府花园一期6号楼剩余住宅房屋，

共计354套，其中房源具体情况（附件1）以公示为准。
（二）回迁安置房面积最终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为准。
四、回迁安置房源选取原则、面积补差及计算标准
（一）签订过《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

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产权调换协议》及《螺蛳湾商业业态
升级改造暨螺蛳湾中央商务区（二级CBD）建设项目房
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的回迁安置对象，在严格
遵循“原协议”条款的基础上，依据现有剩余安置房源户
型情况，并结合回迁安置对象自愿签署的《回迁安置确认
书》，制定选取规则及面积补差标准如下：

1.当选定安置房实测建筑面积超出“原协议”实测建
筑面积但差额不足5m2（含）时，经签订相关协议后，对差
额部分按以下方式实施补偿：

〔5m2-（选定安置房建筑面积-“原协议”实测建筑面
积）〕×9600元/m2

2.当选定安置房实测建筑面积超出“原协议”实测建
筑面积5m2（不含）至30m2（含）时，经签订相关协议后，
按梯度补差标准支付购房款：

（1）20m2以内（含）：（选定安置房建筑面积-“原协
议”实测建筑面积-5m2）×5500元/m2

（2）30m2以内（含）：15m2×5500元/m2+（选定安置
房建筑面积-“原协议”实测建筑面积-20m2）×9691
元/m2

（二）签订过《西山区“城中村”改造第十四号片区
（黄瓜营）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安置房选取
原则、面积补差及计算标准，继续按“原协议”约定双方
协商履行。

五、集中看房地点及时间、选房地点及选房时间、交
房地点及交房时间

（一）集中看房地点、时间
1.金茂府花园一期6号楼，联系人：杨老师、平老师，

联系电话：0871-68360279。
2.2025 年 7 月 11 日至 2025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00~12：00、下午14：00~17：00。
（二）选房地点
永昌街道办事处永宁里社区（西山区云兴路112号）
（三）选房时间
以发布的选房通知明确时间为准
（四）交房地点
金茂府花园一期6号楼一楼现场交房办公室
（五）交房时间
以发布的交房通知明确时间为准

六、分房流程
（一）具体流程
身份验证——领取选房顺序号——现场选房——签

订《回迁安置房选房结果确认书》（附件3）、《安置过渡费
结算确认书》（附件4）、《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A2-3地块（金茂府花园一期）住宅回迁安置房选房协议
书》（附件5）及《安置房款项结算确认单》（附件6）——结
算并缴纳相关款项——凭《安置房款项结算确认单》及房
款结算凭证办理接房手续。

（二）注意事项
1.按照本方案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前10分钟抵达现

场办理身份核验手续。不在本方案对应时间段的回迁安
置对象及因身份核验未通过的回迁安置对象，不得进入
现场选取回迁安置房房源。

2.按照“原协议”签订的时间先后顺序，确定选房顺
序序号，每日参与选房的回迁安置对象选房时间段以指
挥部通知为准。若通知时间段内未到达选房现场的回迁
安置对象，选房时间将依次顺延。

3.原则上每户最多允许2人（多名共有人的除外）进
入选房现场选取房源。

4.在选房过程中，所有人员应服从选房现场工作纪
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不得大声喧哗与吵闹。

5.现场选房工作以录音、录像方式进行全流程记录。
6.回迁安置对象完成选房后，凭《回迁安置房选房结

果确认书》及《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A2-3地块
（金茂府花园一期）住宅回迁安置房选房协议书》办理结
算手续。若回迁安置对象需支付购房款的，须于现场通
过一次性缴清购房款项完成结算；若涉及需向回迁安置
对象支付补差款的，待完成补差对象名单核准及差额金
额核算后，由指挥部在15个工作日内分批次支付。相关
款项结算完毕后，方可取得《安置房款项结算确认单》。

7.回迁安置对象在取得《安置房款项结算确认单》
后，凭房款结算凭证在选房通知明确的交房截止时间内
办理接房手续。

8.如本次提交《回迁安置确认书》同意参与本次回迁
安置工作但未在本方案明确的选房截止日期内参与本轮
分房的，视为不愿意参加本轮分房，指挥部将继续落实

“原协议”约定的回迁安置对象权益。

七、安置过渡费发放
安置过渡费的发放参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昆明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指导意见的
通知》（昆政办〔2015〕103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昆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指导意见的通
知》（昆政办〔2015〕104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具体为：

（一）参与选取回迁安置房并接房的回迁安置对象，
安置过渡费计算截止日期为选房通知明确的交房截止日
期起3个月止。

（二）如回迁安置对象完成选房但在接房截止时间内
未办理接房手续的，继续履行已签订的选房协议约定，安
置过渡费计算截止日期为选房通知明确的交房截止日期
起3个月止。

八、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由中化金茂物业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昆明分公司提供。
九、契税减免或收取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收取，按

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十、本方案附件为本方案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方案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未尽事宜由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

目指挥部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研究决定。
十二、本方案由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指挥部负责制定并解释，具体由永昌街道办事处负责
实施。

本方案附件均在现场同步张贴公示：
1.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A2-3地块

（金茂府花园一期）回迁安置房剩余房源表
2.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A2-3地块（金

茂府花园一期）回迁安置房分房暨交房身份验证须携带
的材料

3.回迁安置房选房结果确认书
4.安置过渡费结算确认书
5.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A2-3地块（金茂府花

园一期）住宅回迁安置房选房协议书
6.安置房款项结算确认单

西山区螺蛳湾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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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对小费
但抵制二次付费

□ 关育兵

搞形象工程就是
挖地方“发展陷阱”

□ 新华社记者 赖星

[读者来论] [新华时评]

近日，海底捞部分门店试点服务员

佩戴实名制打赏二维码的消息冲上热

搜，引发网友热议。反对者担忧小费文

化在国内蔓延，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激励

服务品质的自愿机制。这场争论的核

心，实则是小费文化在本土消费环境中

的边界问题——我们不排斥合理的小

费，但坚决抵制借“激励”之名行“二次

付费”之实的商业操作。

小费是一种跨越文化的情感表

达。在西方社会，它是服务业薪酬体系

的组成部分，与消费行为深度绑定；在

我国，小费文化亦有迹可循，从茶馆里

茶客给跑堂的“茶钱”，到庙会中观众给

艺人的“赏钱”，本质上都是对超额服务

的主动认可。这种传统里的小费，带着

随性与真诚，没有强制意味，更不附加

任何隐形压力。

但海底捞的打赏机制，显然偏离了

这种文化传统。尽管企业强调“自愿”，

但服务员胸前的二维码如同无声的提

示，将消费者置于微妙的尴尬境地：不扫

码，似乎显得吝啬或对服务不满；扫码，

则难免有被“软性绑架”之感。这种看似

自愿的机制，实则模糊了消费与赠予的

边界，让本应纯粹的服务评价变了味。

更值得深思的是，海底捞的消费定

价逻辑早已包含服务价值。消费者支

付的餐费中，不仅涵盖食材成本，更包

含了对其标志性优质服务的买单。从

贴心的美甲服务到细致的桌边照顾，这

些都是海底捞区别于其他餐饮品牌的

核心竞争力，也是其定价高于普通火锅

店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推出打

赏机制，无异于让消费者为已经付费的

服务再次买单，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

“二次收费”。

或许有人认为，打赏能直接提升服

务人员收入，数据也显示约63%的服务人

员月均增收400元至1200元。但这种收

入提升的逻辑存在根本缺陷：它将企业本

应承担的薪酬责任，部分转移给了消费

者。服务业的良性发展，依赖于合理的

薪酬体系与职业尊严，而非寄望于消费

者的额外“恩赐”。如果企业将服务品

质的提升寄托于打赏，而非建立完善的

内部激励机制，最终只会导致服务行业

的价值体系失衡——服务人员不再专

注于如何提升基础服务质量，而是将精

力放在如何“讨好”消费者以获取打赏

上，这恰恰与服务业的本质背道而驰。

事实上，提升服务品质的关键，在

于企业建立科学的薪酬体系与奖惩机

制。通过提高基础薪资保障服务人员

的基本生活，通过绩效考核奖励优质服

务，通过职业培训提升服务技能，这些

才是让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的正道。当

服务人员无需依赖打赏就能获得体面

收入，当服务评价体系回归企业与消费

者的正常互动，服务才能真正成为一种

有尊严的职业，而非需要“施舍”的行业。

我们不反对小费，因为它代表着对超

额服务的真诚认可。但我们坚决抵制将

小费异化为二次付费的商业套路，因为它

既伤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扭曲了服务业

的价值逻辑。对于海底捞而言，与其在打

赏机制上试水，不如将精力放在优化内部

管理上——毕竟，消费者愿意为优质服务

买单，但绝不是重复买单。这不仅是对消

费者的尊重，更是对服务业本质的坚守。

投资数千万元建设全民健身中心，

建成后就长期闲置；耗资上千万元建

设的一批政务信息系统，建成即遭停

用……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形象工

程后遗症凸显，不少项目盘活无门、处

置无路，成为拖累地方的“发展陷阱”。

形象工程变“发展陷阱”，危害极

深。一方面，大量资金投入到华而不

实的项目中，使用效率低下，违背建设

初衷；另一方面，这类工程往往“重面

子轻里子”，本应用于民生改善和产业

升级的资金被挤占，忽视基础设施配

套、产业合理布局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阻碍了进一步发展。这些盲目上马的

工程还会让群众对地方治理能力产生

质疑，影响政府公信力。

“形象工程”为何屡禁不止？根源

在于个别干部政绩观扭曲。一些干部

将个人升迁甚至非法利益，凌驾于地方

长远发展和群众利益之上，热衷追求迅

速开花结果的“显绩”，对发展质量、民

生改善等“潜绩”重视不够。与此同时，

有的地方对干部考核“唯GDP论”，进

一步助长对数字、面子的功利化追求。

根治形象工程，必须从制度源头着

手。坚决扭转片面考核导向，将民生改

善、债务风险防控、生态可持续性等关键

指标摆在更重要位置。要强化对重大工

程项目全流程、穿透式监管，确保决策阳

光透明，让每一笔财政支出都经得起检

验。同时，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制度，减少短线思维、草率决策。

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

的根本目的。各地要以纪法为戒、以民

心为尺，以对地方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

积极谋划，以高质量发展赢得未来。

走进一家奶茶店，即使

是点上一杯最朴素的产品，

你都有可能收到一张长到

离谱的小票。而且，这现象

不止一家奶茶店有，业界知

名的小票王者，一杯奶茶打

出的小票就够绕奶茶杯三

圈了。（7月 10 日“科普中
国”微信公众号）

超长小票
[新闻漫评]

点评：如今，餐饮小票越打越长，从核对凭证变身“广告长廊”，折射出行业

营销内卷的现状。当营销无孔不入，消费者难免审美疲劳；当环保代价被忽视，

企业的社会责任更需被追问。创新传播无可厚非，但若以牺牲可持续性为代

价，这样的“内卷”是否本末倒置？ ——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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