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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占伟

市区凌云路与湛南路交叉口附近的银基
誉府小区是湛河区一高档住宅小区，内含高
层住宅、花园洋房和别墅、叠墅等多种户型，
吸引了高端人士在此居住。但是，近期出现
在该小区的一幢叠墅的各种问题搅得业主心
烦不已，严重影响了其居住体验和身心健康，
并对其他业主的居住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

5月21日，平顶山晚报热线接到该小区
业主张女士的投诉电话，其反映所居住的21
号楼叠墅内部分主梁、顶板、室内墙出现多处
裂缝，且裂缝逐渐增大，严重影响了业主的工
作和生活。另据了解，其在同开发商、物业等
责任单位沟通维权的过程中，遭遇到多次推
诿扯皮，使其备受煎熬的身心再度受到重
创。近日，张女士向记者公布了她和丈夫同
开发商、物业之间的“谈判记录”。

开端：发现相关问题后，业主遭
遇责任方“打太极”

据了解，两年前，张女士和丈夫斥资数百
万元购买了该小区21号楼一幢叠墅，在刚刚
入住装修前就发现房屋多处墙壁出现裂纹，
考虑到并非承重墙，夫妻俩并未放在心上。
开发商也对相关部位进行了维修，但装修过
后这些明显的裂缝依然存在。

今年4月 12日，张女士发现自家叠墅负
一层入口处主梁出现裂缝，这才引起对安全
问题的重视，她找到银基誉府开发商，希望对
方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

4月17日，小区承建方3名工作人员前往
张女士家中，对现场情况查看后表示“只是保
温层存在裂缝，但对整体房屋建筑没有太大
影响”。张女士说，其间，开发商一再解释“墙
裂是因为砌块砖导致”。“但是挖开建筑主体
一看，对方就不再这样说了。”

4月20日，银基誉府蒋总赴张女士家中，

查看顶板和梁后，承诺会找来第三方机构对
房屋情况做出检测。

4月28日，河南建科院公司的工作人员
来到张女士家中检测。随同的还有河南一建
的总工程师，一共检测了两天，测量了相关裂
缝的宽度和混凝土强度，但接下来就进入了
推诿扯皮状态。

5月7日，在张女士不断催促下，终于从
开发商处拿到相关检测报告，业主和开发商
达成初步共识：开发商在5月20日前拿出房
屋维修方案和补偿解决方案。

5月 15日，张女士又跟银基誉府的物业
沟通了一回，但没谈拢；随后，她又跟银基誉
府开发商方面的蒋总进行沟通。其间，开发
商派人来见了一次张女士。为了引起开发商
方面的重视，督促他们快速解决相关问题，张
女士和丈夫提议：从相关裂缝开裂那天算起，
一天赔偿夫妻俩5000元；同时建议维修时间
和装修时间加在一起估算：从4月 12日到7
月中旬，预计赔偿40万元，可以酌减一半，只
需要赔偿20万元。

但是直到5月20日，银基誉府方面仍未
回应。张女士再打开发商电话，他们也不再
接了。张女士认为，可能是谈这个事情的人
是物业和工程方面的经理，他们说“自己没有
处理权限”“并不当家”。

张女士只得再给蒋总打电话沟通，但是
对方还是没什么答复。随后，张女士拨打了
银基誉府的400投诉电话。

波折：谈判又回到原点，业主愤
而向晚报投诉

5月 21日下午，银基誉府开发商带来河
南一建的两名年轻工作人员，在同张女士协
商的过程中，他们却把此前张女士和丈夫提
出的相关要求全部否定了，只答应进行维修，
但是对于“维修后不再出现开裂缝问题”则无
法做出保证，更表示无法进行相应的补偿。

对此回复，张女士和丈夫很生气。当天，业主
拨打4940000平顶山晚报热线投诉了此事。

5月22日，张女士投诉到市住建局，一名
赵姓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5月23日一早就
派工作人员前往其家中了解情况，并向张女
士保证会要求开发商对房屋进行维修，但是
并未见到开发商方面有任何行动。

5月24日，开发商方面又来跟张女士沟
通，说“5月25日会来找业主认真谈”，但是25
日当天张女士却并未见到开发商的人。

5月27日，晚报记者来到张女士的家中
进行了调查采访，并于5月30日刊发了相关
报道。

据张女士说，原定5月27日同她和丈夫
见面的开发商谈判人员，却在当晚7点告知
她和丈夫，说他们来不了了，次日再来。

5月28日中午 11点半，银基誉府郑州物
业的贺经理带领五六名工作人员抵达张女士
家中，进门时并未对裂缝情况进行查看，便要
求直接谈赔偿问题。据张女士反映，一行人
态度倨傲，派头十足，嘴上说“咱们可以协商，
一定帮你们解决”。

张女士跟他们说不能光嘴上说解决解
决，得给出一个方案，比如，如何维修、如何保
证同样的问题不再出现第二次。“但是这行人
只是口头说‘可以一边修一边谈’。我们对此
难以接受。”

“见对方态度如此，我们就拒绝和这行人
交谈了；同银基誉府开发商再次交涉后，对方
答应5月29日会再次派人协商，但我们苦等
一天，依然没等来相关人员的到来。直到相
关报道于5月30日在平顶山晚报刊出，开发
商方面才终于答应再次进行商谈。”张女士
说。

5月30日，银基誉府开发商蒋总联系到
张女士，向对方保证“修后不再出现裂缝”，并
答应将相关承诺写在协议中，但其对于赔偿
问题仍在讨价还价，双方未达成一致。“下午，

开发商又派了物业的陈经理来打探我们的底
线。我们说需要赔偿我们误工费、精神损失
费等，陈经理说‘赔偿我们5万元现金，剩余
部分可以免我们5年物业费。”

进展：直到本文截稿时，双方仍
未达成协议

5月 30日此事见报当天，开发商又找张
女士商谈，答应对主梁和顶板进行维修后如
再出现裂缝，就给我们退房，但是其关于补偿
问题的表示，还是离张女士的预期较远。

直到5月31日，张女士才同银基誉府开
发商达成共识：主梁和顶板的初步维修方案
已出，开发商答应使用最先进的碳纤维材料
对房屋进行维修，并保证如果再次出现裂缝
问题将会退房。至于经济赔偿，采用5万元
现金赔偿、5万元冲抵物业费的形式对张女
士进行赔偿。双方约定6月3日签订协议，将
包括具体的修复施工方案以及维修后要达到
权威部门的设计标准，而后再给张女士的房
屋恢复原状。

张女士告诉记者，在整个维权过程中，作
为业主和利益受害人，他们感到很压抑，“对
此事，我们也不敢说出去，怕丢人，数百万元
的豪宅啊！出现如此问题，给我们的身心和
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损失包括经济、精
神上的损失，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这场马拉
松式的维权历程也耽误了我们的生意。银基
誉府这样的房屋开发企业，说实话，这样的维
权历程很伤业主的心！”

6月3日上午，根据张女士提供的联系方
式，记者致电银基誉府项目部一位男性工作
人员，他称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当
天下午物业陈经理要同张女士进行商谈”。
随后，张女士向记者证实了银基誉府方面“6
月3日下午就此事进行商谈”的说法，但直到
本文截稿时，记者向张女士了解到，相关协议
仍未达成。

主梁、顶板、室内墙出现多处裂缝

张女士银基誉府叠墅
维权历程堪比“马拉松”

近日，中融信托因业务违规被处罚的消
息引起市场关注。公开信息显示，作为信托
业头部公司，中融信托为首次受罚，涉及开展
房地产信托业务不审慎、信托项目尽职调查
不到位等，累计处罚金额共210万元。今年
来，信托业监管步伐明显加快，已有8家信托
公司收到监管下发的罚单，涉及罚没金额超
千万元。

对此，中融信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该处罚针对的是公司个别项目问题，公司整
体业务开展不受影响。“涉及问题已严格按照
监管意见做出相应整改，目前公司经营管理
一切正常，各项业务稳妥推进中。”

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业务成为违规集
中地，近半公司“涉房”受罚。相关数据显示，
在信托业规模普降的大环境下，房地产信托
规模不降反升，新增规模占比屡居首位。然
而，房地产业务也一直被监管重点关注，近期
银保监会下发的“23号文”对信托公司开展
房地产业务进一步严格规范。

对此，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对记者表
示，“23号文”是对于过往房地产信托业务合
规性的进一步明确，尤其是针对一些规避现
有监管的模式进行了明确，“短期内房地产信
托业务发展将有一定受限，尤其是前融项目、
拿地配资等”。

8家信托公司
罚没金额1103万元
6月 2日下午，经纬纺机发布公告，披露

子公司中融信托收到银保监会黑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显示，中融信托因涉
及“开展房地产信托业务不审慎”“信托项目
尽职调查不到位”“信托项目资金来源不合

规”“信保合作项目尽职调查不到位”“投资者
适当性审查不到位”，分别被处以罚款60万
元、40万元、30万元、30万元、50万元。

随着强监管逐渐成为常态，信托公司受
罚不再是新鲜事。整体来看，加上中融信托，
今年来已有8家信托公司接到监管罚单，累
计罚没金额达1103万元，远超于去年上半年
的470万元。

中铁信托在研报中指出，行政处罚对信
托公司影响颇大，会对信托公司的声誉、监管
评级、业务开展、对外投资等方面产生负面影
响。比如，在业务开展方面，信托公司申请新
业务资格将会受到影响。根据《信托公司行
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信托公司申请开
办新业务，应当符合审慎监管指标要求、监管
评级良好、最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

记录。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对于信托公司行

政处罚应理性看待。从处罚金额来看，信托
公司小额罚单居多，更多起到的是警示作用，
一般不影响业务准入和评级。

袁吉伟对记者表示：“目前合规问题主要
集中于房地产、银信合作、证券投资信托杠杆
水平等方面，这也是一直以来监管的重点，对
于一些发展较快的领域也可能涉及不合规问
题，诸如信保合作等，需要得到重视。”

涉房业务
成为监管关注点
今年以来，在信托业总体规模平稳下降

的情况下，房地产信托逆势增长，一季度募资
规模已近2000亿元。自1月份起，房地产已连

续4个月成为信托资金流向最多的领域。用
益信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房地产信托
的月度成立规模一直居于首位。具体来看，1
月份至4月份房地产信托募集资金规模分别
为660亿元、375亿元、787亿元、566亿元。

监管部门一直对大热的房地产信托持续
保持关注。

今年以来，已有3家信托公司因房地产
业务违规被监管“点名”。事由分别为“开展
房地产信托业务不审慎”“违规开展房地产信
托业务”“违规发放房地产自营贷款”及“信托
资金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

除去行政处罚，监管部门也下发文件进
一步规范房地产业务。银保监会于5月中旬
下发“23号文”，即《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
果 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对信托公司
开展房地产业务提出严格要求，重点关注以
下几方面：向“四证”不全、开发商或其控股股
东资质不达标、资本金未足额到位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直接提供融资；直接或变相为房地
产企业缴交土地出让价款提供融资；直接或
变相为房地产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等。

袁吉伟对记者解释道，“23号文”是对过
往房地产信托业务合规性的进一步明确，尤
其是针对一些规避现有监管的模式进行了明
确。由于各地监管局对于房地产信托业务的
要求存在差异，因此“23号文”的影响在不同
地区及不同信托公司间也会不同。

“总体而言，短期内房地产信托业务发展
将有一定受限，尤其是前融项目、拿地配资
等。未来信托公司需要加强股权投资模式的
探索，寻求商业地产、存量地产领域的机遇，
提升房地产信托运作的专业化水平。”袁吉伟
说道。 （邢萌）

今年以来信托公司受罚逾1100万元

涉房业务被重点关注或将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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