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8日讯 今天上

午， 两架直升机从湖南广播电

视台前坪平稳起飞， 省市交警

分别在918号和893号直升机

上， 对省内高速公路和长沙市

内交通进行空中指挥和疏导，

标志着湖南省立体交通应急服

务联动机制正式启动。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肖雅瑜出席。

在这一机制下，将建立全省

立体交通应急协作平台。各部门

及时共享交通信息，在发生恶劣

天气、重大交通拥堵、重大交通

事故时，跨部门协调，启用直升

机疏导交通，为出行人群提供立

体服务。 ■记者 胡信锋

直升机指挥长沙交通

长沙目前机动车的保有量约74.6万台。有资料显示，长沙市城区现有

停车泊位约13.22万个，停车泊位需求为37.73万个，缺口达24.51万个。

据悉，城市合理的停车比例结构应为：单位自建停车占65%，路外公

共停车占30%，路内临时停车占5%。而长沙城区停车泊位结构为：单位自

建停车场停车位占85%，社会公共停车场停车位占3.2%，路内临时停车（含

咪表停车）位占11.8%

长沙城停车位

缺口达24.51万个

新闻背景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2010年12月9日 星期四 编辑/郭辉 图编/覃翊 美编/叶海琳 校对/曾迎春

A03

今日焦点

11月劲收 65.6亿 恒大全年 500亿无悬念

打破“淡季魔咒”

此前，“金九银十”是恒大今年

月销售额最高的两个月， 分别为

51.0亿元、55.6亿元。 而在 11月份

这个房产行业销售淡季， 恒大以

65.6 亿的业绩再创全年月销售额

新高，打破了传统的“淡季魔咒”。

销售简报显示：2010 年 1-11

月，恒大地产集团累计实现合约销

售额 477.2 亿元， 为 2009 年全年

303.0 亿元合约销售额的 157.5%，

相比 2009年同期的 262.7亿元，增

长 81.7%；累计合约销售面积 756.3

万平方米， 相比 2009 年同期的

498.3万平方米，增长 51.8%。

“由此可见，恒大规模化、标

准化精品模式发展潜力巨大。 ”一

位业内人士透露， 一个细节是：恒

大 11 月销售均价与去年同期持

平，而今年 11 月的销售额 65.6 亿

元，销售面积 97.3 万平方米，均达

到了去年同期 2.5倍。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恒大集团

重要战略部署城市之一， 恒大长

沙公司 2010 年 1-9 月份，累计销

售金额突破 40 亿元。 在恒大地产

的 2010 年上半年业绩中占据着七

分之一的重要位置， 排名各地区

分公司榜首。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 1-9 月， 长沙内五区纯商

品房签约销售总量， 恒大的面积

占 5%，金额占 6%；保利的面积占

3.5%，金额占 3.5%；万科的面积占

1.5%，金额占 2%。恒大集团长沙公

司以绝对的优势， 夺得了长沙房

地产企业销售面积和金额双第一

的纪录。

三线城市销售发力

如果说， 恒大的无限潜力让

它能打破“淡市魔咒”保持月月增

长的态势，那么，三线城市销售的

发力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恒大已经是中国覆盖省会城

市最多的开发商，今年 3 月开始大

规模进入三线城市，正式迈入二三

线城市的深耕阶段。

据了解， 恒大 11 月新开盘 4

个项目，其中 1个项目位于三线城

市。 目前，恒大集团在售项目达到

56 个， 其中非省会城市三线市场

已开盘项目达 4 个，三线城市贡献

率逐渐提高。恒大进入的三线城市

中，有 90%是中国前 20强甚至 100

强的房地产企业未进入的，恒大二

三线城市战略在中国龙头房企中

具先驱意义。

与此同时， 恒大集团一直坚

持民生地产理念，大部分产品面向

老百姓，其通过快速拿地、快速开

发、快速销售，并将土地增值部分

的收益让利给中国老百姓，企业赚

取合理的利润，这也是恒大民生地

产理念的一部分，且顺应三线城市

城市化发展趋势。

长沙分公司方面， 在省会城

市成功开发 5 个项目之后，2010

恒大长沙公司正式进驻浏阳，斥资

48 亿打造浏阳·恒大华府。 据悉，

该项目将于年底正式开盘。

“和浏阳·恒大华府一样，恒大

三线城市项目基本处于城市的黄

金地段，离市中心 6 公里，原则上

控制在 3-4公里，升值潜力巨大。”

恒大长沙公司营销负责人表示。

五百亿成中国房企分水岭

前 10 个月销售 411.6 亿元，

提前两个月完成上调后的全年销

售目标，11 月再创新高，477.2 亿

进一步扩大销售完成率。“恒大增

长势头强劲，全年 500 亿已无悬念

了。 ”业内人士表示。

业界预计，五百亿将成为今

年中国房企阵营的重要分水岭，

第一阵营年销售额将达到五百亿

以上，预计包括万科、保利、中海

和恒大四家左右， 第二梯队的地

产企业销售额预计在三百亿以

下。 地产第一阵营与第二梯队差

距逐渐拉大，强者恒强、大者恒大

的趋势明显。

在过去的 11 月份，恒大在全

国有 4个项目新开盘，目前在售项

目已达 56个，增长势头强劲。恒大

董事局主席许家印预计，恒大明年

的销售额将再增 20%至 30%，未来

增长潜力巨大， 剑指房企老大位

置。

■何小红

65.6

亿 ，97.3 万

平方米。一切

似乎在情理

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 8

日， 恒大地产在香港发布

11 月份销售简报，再度刷

新年内新高。至此，恒大前

11 月收金达 477.2 亿，奠

定了全年 500 亿元基础，

已稳居中国房企第一军团

阵营席位。

▲恒大 11月业绩发布会现场

▲恒大项目售楼部人头攒动

停车场要“专项”规划管理

《草案》明确，长沙市规划部

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停车需

求状况，编制停车场专项规划，一经

批准，不得擅自修改，确有需要修改

的应当依法定程序进行审批。

如正在修建中的地铁、过江通

道等项目，城市交通枢纽、城市轨道

交通换乘中心应当规划建设公共

停车场。针对现有的一些建筑项目

没有按规定配套建设停车场，《草

案》规定：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建筑

物时，也要按照停车场配建标准和

相关设计规范配套建设停车场。

此外， 不符合停车场专项规

划和配建标准的建设项目，规划部

门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而配套建设的停车场应当与主

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

付使用。配套建设的停车场竣工验

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评估道路临时泊位要公示

在不影响行人、 车辆通行的

情况下， 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状况， 依法在

城市道路范围内施划道路临时停

车泊位，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撤

除，也不得设置障碍影响其使用。

会不会出现将公共场地乱划

为停车位的情况？《草案》规定，交

通管理部门要对临时停车泊位的

施划、 使用情况每年至少进行一

次评估，并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周

边停车场增设情况和相关街道、

社区意见， 对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予以及时调整，并向社会公示。

乱设泊位最高罚3万元

《草案》明确：相关单位不按

照规定向交通管理部门履行备

案、报告的；不按照规定和标准将

停车信息纳入全市公共停车信息

系统的，将处1000元罚款。

近年来， 长沙市一些单位私

自在路边设置停车泊位， 或者设

置收费泊位。《草案》明确，擅自设

置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或者有违

法收入的， 将被处以三倍以下的

罚款，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

法所得则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擅自撤除道路临时停车

泊位或者设置障碍物影响到泊位

使用的，除了责令恢复原状外，并

处以警告或1000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12月8日讯 今天下

午， 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

第37次常务会议召开， 审议并

原则通过了《长沙市闲置土地

处理办法（草案）》（下称《草

案》）。按照《草案》，土地使用权

人闲置土地满2年的， 市、县

（市）人民政府可以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

出现三种情形将被认定为

闲置土地： 未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同意， 超过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或

者国有土地划拨批准文件规定

的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

同未约定或者国有土地划拨批

准文件未规定动工开发建设日

期的， 自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

同生效或者国有土地划拨批准

文件颁发之日起满1年未动工

开发建设的； 已动工开发建设

但开发建设的土地面积占应动

工开发建设土地面积不足1/3

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25％， 且未经批准中止开发建

设连续满1年的。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黄鹂

土地闲置超2年政府将收回

星城现缺24.5万停车位 《长沙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草案）》出台

自设停车位最高罚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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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年底， 长沙市机动车拥有量预计将

突破100万台。停车难成了困扰长沙人的难题。

12月8日下午， 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政

府第37次常务会议召开， 审议并原则通过

了《长沙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草案）》

（下称《草案》）， 停车带来的种种烦恼或许

能迎刃而解。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黄鹂

长沙市机动车停车难日益突出。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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