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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购房计分
部分楼盘陆续入市
昨天上午 10时 15分，在闵行区浦

江镇永跃路某楼盘体验馆，现场已经排

了 100多组家庭。“你是 911号，请在广
场左右两侧休息区等候。售楼处 10时

30分准时叫号，预估你需要等候一个
小时。”入口处的安保人员说完，将一张

号码牌贴在购房者左臂上。

“你家总分是多少？”在休息区，购房
者们好奇地打听对方的购房计分情况。

“71分，优秀。”“这个分数肯定能入
围了。”……听说后排的购房者 59分，

周围的人连忙“安慰”道：“这里新房 328

套，认购家庭已经有 900多组了。听工

作人员预估，入围分数线可能会超过 61

分。你们先交材料，试试运气。”

在该项目体验馆的公告栏，一份
《计分规则》明确：本项目社保缴纳系数

为 0.1分/月。“这里推出 90-120平方米
的刚需型房源，预售证均价为 4.04万

元/平方米，吸引了很多名下无房的家庭
认购。”销售员吴先生介绍道，项目根据

计分结果确定入围分数线，划定入围名
单，上市房源 328套，房源和认购家庭

比为 1:1.3，以第 426名对应的分数为入
围分数线，分数线的同分者均入围。

松江区泗通路上某楼盘销售处，现
场办理手续的认购者络绎不绝，部分购

房者还带着父母来办理手续。该项目主

推面积 90-130平方米，预售证均价为
6.01万元/平方米。项目公示《计分规

则》显示，社保系数为 0.11分/月。“0.1

分和 0.11分只有 0.01分差别，但可以

帮助认购家庭精准排号，提高入围者的
‘中奖率’。”一位等候的购房者黄女士

表示，项目设置这样的计分规则，说明

做过模拟实验，减少同分入围人数。

高端新盘
连夜更改社保系数
位于闵行区都会路上的某楼盘，在

认筹第一天晚间，发布了一则《补充公

告》：本项目确定的社保缴纳系数误写
为“0.1分/月”，现更正为“0.21分/月”。

昨天，记者走进该楼盘的销售中
心，看到这里房型多为 170-300平方米

的大户型，预售证均价为 7.8万元/平方

米。一位销售人员介绍道，新房认筹已
截止，认筹人数未超过房源数的 1.3

倍，没有触发计分制。
位于徐汇滨江的某楼盘，因为地段

较好，吸引了众多认筹者。这一项目公
示的社保系数为 0.18分/月。“社保系数

高，工作时间长的购房者计分就有很大
优势。”一位购房者表示，说明这些楼盘

向工作时间长的购房者倾斜。
“我们工作时间不足三年，入围这

些楼盘摇号的希望不大。”选购婚房的

市民王先生表示，这几天，他更关注社

保系数较低、青浦等近郊新楼盘，不再
盲目四处看房了。

微调系数
引导购房者理性选房
看似不起眼的小数点后一位、后两

位微调，对购房者会产生哪些影响？

以两名购房者为例，A 非?籍家
庭、无房、5年内无购房、仅缴纳 1年社

保；B ?籍有房家庭、5 年内有购房记
录、社保满缴。当社保系数为 0.1分/月，

A总分为 51.2分，B总分为 46.8分；当

社保系数变成 0.21 分/月，A 总分为
52.52分，B总分为 70.78分。

AB两名购房者对比数据显示，当
社保系数较低时，无房的刚需购房者总

分较高；当社保系数调高时，缴纳社保
多年的得分将明显上升。

“部分新楼盘是改善型项目，部分
购房者也是购买第二套改善型住房，基

础分比较低。通过社保系数进行微调，
适当提高社保分值，让改善型购房者有

机会买到新房。”分析师卢文曦分析道，
动态调整社保系数，是对调控政策的细

化，可以满足更多合理的改善需求，对
认购者也有积极的疏导作用。同时，购

房者根据各自的分值，通过平衡自身情
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心仪房源。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沪首批集中入市楼盘陆续认筹
社保缴纳系数在 0.1到 0.24分之间浮动，引导理性选择房源

每一件，都珍贵
但当我们进一步询问，有没有

特别想独立修复一件大型青铜器，

甚至是否偷偷畅想自己有朝一日也
能像师父、师爷一样，主持修复诸如

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
黄金面罩、金杖这样“重磅”的三星

堆文物？谢丽几乎没有任何思考，诚

恳地回答道：“没有。因为每一件文
物都很重要，很珍贵。”

谢丽告诉记者，三星堆博物馆
文物修复馆 4月试运营以后，她会

出现在透明玻璃的另一边，跟其他
修复师一起现场修复文物，供参观

者观摩。“具体修什么，到时候再认
领。”但一想到未来几年，可以修复

到大小不一、材质不同的三星堆
“新”文物，谢丽还是露出了欣欣然

的笑容。她解释说：“从分配到三星
堆博物馆实习，到现在快满 7年了，

不过 1986年发掘出土的 1号坑、2
号坑文物，我（只有机会）给郭汉中

老师打过下手。”

搞修复，耐寂寞
这一次的 3-8 号祭祀坑的发

掘工作，由全国 34家文博、科研单
位联合作战，配备和使用了最为先

进的考古发掘的设备和技术。“修

复，相对来说，还是要‘笨’一点。”谢
丽说，大多时候文物修复还是要用

最“笨”的办法，耐心清洗、粘接、补
配、做色，“一般来说，几个星期能修

好一件小东西，就很棒了。但有时候
要几个月，师父和师爷甚至用 7年，

才完成了青铜树的全部修复”。文物
修复急不来，也急不得。谢丽说自己

还没正式入行的时候，学到的第一

条“戒律”，就是安全，“一定、千万、

必须要先保障好文物的‘安全’，不
能修‘坏’文物。碰到困难，碰到卡

壳，要耐得住各种磋磨和琐碎，时间
会解决所有问题。”这位 90后南充

姑娘，露出与年龄并不相符的沉稳和
恬淡。她并不讳言文物修复行业收入

低、出师难，“现在不少大学开设了文

物修复专业，报考也很火热，但其实
很多人并不适合干我们这行。”

修文物，臻完美
除了耐得住寂寞和清苦，到底

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干文物修复，才

能干好这一行？
天赋和热爱之外，或许还得要

有追求完美的精神。“我每修完一件
东西，过段时间去看，都会生出遗憾

来。会觉得当初如果这里，如果那

里，再处理得更好一些，会更好。”谢
丽说，每次文物修复完成、真正验收

的时候，自己都会发现“瑕疵”。但其
实，她所说的瑕疵，或许是连同行都

不一定会注意到的、只有她自己无
法“忽视”的非常微弱的修复痕迹。

“修复注定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但我们还是要不断地追求、努力地

去接近完美。”作为三星堆博物馆
的文物修复师，谢丽和她的同事

们责任重大———相较于许多遗址
通过文字直接告白自己的身份，

三星堆似乎要将神秘进行到底，
这次新出土的 500余件青铜、玉石、

象牙、金器，依旧没留下一个字，“只
有我们把文物修好，才能一点点、一

个个拼接出古蜀文化的版图，也拼
接出三星堆对于中华文明的价值和

贡献。”
特派记者 孙佳音 （本报今日广汉电）

    面对刚“出坑”的三星堆新发掘文物，

90后文物修复师谢丽如是说———

文物修复，还是要用最“笨”的办法

    自“沪十条”“沪七条”等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落地以来，上海第一次以集中批量供
应的方式，将陆续推出 33 个楼盘、1 万多套
新房源。

昨天，记者在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等

多个新楼盘销售中心看到，已“领证”上市销
售项目均公示了《计分规则》，社保缴纳系数
在 0.1到 0.24分之间浮动。业内人士表示，
社保缴纳系数微调，引导购房者理性选择房
源，提高购房摇号的中签率。

住宿舍，吃食堂，每天两
点一线地“钻”在三星堆博物
馆文保中心，朝九晚五，花几
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修好
一件文物，日子枯燥吗？1992
年出生的姑娘，坐在她的工作
台前，安静地回答：“不枯燥。”

70 个来自四川艺术职业
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的同班
同学，仅剩下不到 10 人还在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有的去做
书画装裱，有人转行艺术展览
策划，还有人去修小家电。想
过放弃吗？家境并不算殷实、
每个月工资仅两三千元的文
物修复师，非常认真地想了
想，说：“真没有。”

师从“四川工匠”、文物修
复专家郭汉中，郭汉中又师从
三星堆文物修复大师杨晓邬，
姑娘却还没有独立修复完成
过一件三星堆文物。面对刚
“出坑”的 500 余件三星堆新
发掘文物，有没有独立完成一
件修复的期待？有点腼腆的谢
丽，回答记者说：“很期待。”

■ 谢丽在修复文物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