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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记忆法”公益课
再次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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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中介花式信贷违规：

首付贷卷土重来
二套房竟“变身”首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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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占伟

“我们不谈房子，我们来谈谈孩
子。”相信这样的房地产广告一定会撩
动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
的神经。为了孩子能上心仪的学校，他
们将购房的标准对准了学区范围，开发
商自然也将此作为撬动房价上升的“杠
杆”。可是家长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和“弯道超车”的愿望真的就能靠荷包
里的钱实现吗？

销售人员口中的“学区房”
承诺难兑现

市民何先生日前向本刊反映，今年
3月初，他认购了市区五一路附近一套
期房，“当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称
房子属于市41中学区房，购房可安排我
孙子入读该校，可最近我才知道，孙子
不能享受这个名额”。

“起初我就是冲着销售人员的这句
话才认购的房子，如果承诺有变化，开
发商方面也应该早点给我说啊！”何先
生说，购房后，他曾不断向销售人员打
听能否落实“可以安排孩子上市41中”
的承诺，可直到上个月底，他才正式接
到开发商方面的通知，说他们“弄不到
市41中的入学名额了”。“当时我很慌，
怕耽误孙子上学，开发商却又改口称

‘我们也没义务承诺一定能确保孩子上
市41中，协议里面也没写’，并坚持不降
房价，让我感到很憋屈。”

5月 14日，记者向何先生了解到，
相关开发商已对其做出了一部分经济

补偿，并答应帮忙协调其孙子上市41中
的事，但未再打这个“包票”，这让何先
生“心中的石头”仍悬在半空。

夫妇俩买到假“学区房”

何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据《南
国早报》报道，3年前，柳州市一对夫妇
购买一套商品房后发现，小区并非房
地产公司在广告中宣传的属于名校学
区，于是将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索赔
损失。房地产公司却称“广告不属于
合同组成部分，房地产公司不应承担
违约责任”。柳州市教育局认为小区
住宅楼未交付使用，不进行学区划分，
房地产公司在广告中使用相关学区房
的文字开展售房促销为内容虚假。随
后，工商部门对该房地产公司作出了
处罚。

此事还未到底。当事夫妇认为，房
地产公司发布小区房屋系学区房的虚
假广告对他们买房并签订合同的决策
有重大影响，给他们造成了损失，遂将
该公司诉至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该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广告内容构成具
体确定的说明和允诺，应视为要约，房
地产公司应赔偿原告相应的损失；但鉴
于合同未对房地产公司该项违约责任
作出明确约定，且考虑到原告未向教育
部门核实小区教育配套设施，存在一定
的责任，遂一审判决房地产公司向原告
支付经济损失5000元。

房地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柳州
市中院提起上诉，该院最终作出“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禁止楼盘作出“学区房”
承诺

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买了学区
房，可以得到进入优秀学校就读的机
会，享受优质教学资源，这也成了家
长购房计划的最优考量。不过，事实
证明，购买了所谓的“学区房”，未必
就能如家长所愿；且开发商有关“学
区房”的宣传噱头并不符合相关法律
规定。

日前，记者对我市一些在建楼盘项
目的线上线下宣传平台进行访查发现，
线下的销售中心对“学区房”概念做出
暗示的比较普遍，纸质宣传页上却较少
见到“学区房”的相关承诺；而在其线上
宣传平台或委托第三方宣传平台所做
的售房宣传中，“学区房”的宣传字眼却
频繁出现。

记者查询到，2016年 2月 1日开始
施行的《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中就明
确规定：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含有广告主
能够为入住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
事项的承诺；不得用规划或者建设中的
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
政条件做误导宣传。

“有的房企在卖房时，承诺凭购房
合同就能入读某名校。事实上，孩子必
须要迁入户口才能入学，而未交付的房
子拿不到房产证，就办不了迁入户口的
手续，后续会出现很多纠纷。”在日前的
采访中，我市房产界一位资深从业人士
如是说。

（下转B2版）

说好的“买房就能就读××学校”呢？

警惕“学区房”承诺
成“空头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