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10月11日24时，第一轮前两批“乐

品上海”餐饮消费券累计发放133.9万张，资

金撬动比达到5.1，其中“满1000减300元”券

面核销率最高。今天上午，市商务委召开餐

饮消费券通气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下一步本

市将扩大商户参与覆盖面，同时在资金滚动、

投放比例、券面金额的安排等方面继续优化。

餐饮线下消费同比增37.8%

根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数据，第一

轮前两批发放期间，全市餐饮业线下消费

163.06亿元，同比增长37.8%。尤其是第一轮

正值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市参与活动的餐饮

企业门店预订量、客流量和客单价明显提高，

朋友聚餐、家庭聚餐有所增加，有力提升了企

业经营信心。国庆黄金周七天全市餐饮业线

下消费81.92亿元，同比大涨44.8%。

截至10月11日24时，第一轮前二批消费

券累计共发放133.9万张，资金撬动比5.1。

也就是说，1元消费券拉动了5.1元的线下餐

饮消费。而从券面面额来看，满300减50元、

满500减100元、满800减200、满1000减300

元四种面额中，满1000减300元券面核销率

最高，其次分别为100元、200元、50元面额。

“第一批消费券使用期间，也就是9月28

日至10月4日，我们门店的消费券核销率很

高，核销消费券金额超过200万元。第二批

消费券的核销金额则为139万元。”丰收日餐

饮集团副总裁邱艳说，抢到消费券的市民来

到门店后，点菜后就会算金额，没到消费券的

面值，往往会再加两个菜，因此客单价也有所

提升。

新一轮消费券将更加优化
第一轮前三批的餐饮消费券已经发放完

毕，接下来还有第一轮第四批的消费券和11

月的第二轮消费券即将上线。结合目前发放

情况，市商务委表示，将扩大商户参与覆盖

面，不断优化消费券的发放方案，让市民和企

业更有获得感。

目前参与消费券核销的餐饮企业累计达

到3465个，门店累计14310家，参与门店数

比9月30日增加21%。10月6日至10月9

日，新增报名门店共705家，目前正在抓紧审

核中。市商务委表示，下一步将加大对重点

商圈商街、商业综合体内餐饮商户的发动，

不断优化报名流程，扩大参与消费券核销的

商户覆盖面。

“第一轮前两批的消费券发放后，我们结

合核销情况，将部分多余资金投放到了第三

批的消费券上，10月12日共发放消费券

116.67万张，明显多于前两批。消费券的使

用时间也拉长到了10天，覆盖前后两个周末，

让消费者能够约上亲友，更加从容地聚餐。”

刘敏表示，第四批消费券将在10月19日

上午发放，届时也会有未核销金额继续投入

进来。“我们会把未核销的财政资金腾挪出

来，投入到下一批的消费券发放活动中，这样

可以惠及到更多消费者。而这也是消费券使

用时间设定为10天的另一个原因。”

11月，结合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第二轮餐饮消费券的发放方案将进一步优

化。在目前四种券面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者

的需求进行调整，比方说券面金额增加更多

梯度等。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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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申城发布楼市新政“沪七条”已满半个

月。申城新房市场如何？昨日，记者在多个

新房售楼处看到，不少售楼处看房客较新政

前增加了30%~50%，签约量也呈稳定增长趋

势。同时，不少购房者结伴看样板房，“新业

主带来新朋友”“老业主带来新客户”成为售

楼处的新常态。

外环外
刚需置业者争先恐后“上车”
昨天8时，闵行区浦江镇大华星曜售楼处

刚开门，20多组看房客涌进售楼处，或看样板

房，或围着沙盘看周边配套设施，或计算购房

贷款成本。

“我是江苏连云港人，先生是安徽人，

2020年来上海工作，一直租房。”购房者汪女

士说道，因为先生曾经在安徽买过一套新房，

以前政策规定，他们在沪购房就是第二套、首

付比例为房款的70%。“高首付”成为他们在

沪购房的“拦路虎”。“我们凑了近200万元购

房款，只能购买总价300万元左右的老房，一

直不甘心，多次去看浦江镇的新楼盘，想一步

到位买新房。”

让他们开心的是，“沪七条”对住房限购

进一步松绑，对持《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

到标准分值、在本市缴纳社保或个税满3年及

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购买住房套

数方面享受沪籍居民家庭的购房待遇。同

时，首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现行的

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9月29日

看到这个新政的，9月30日，我们就来售楼处

签约了。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想着赶紧‘上

车’。”汪女士说，他们选购了一套89平方米的

小三房，总价368万元，约定首付款148万

元。“我们计划贷款220万元，根据最新下调的

银行利率，每个月少还款1000多元。”

无独有偶。昨天，樊女士夫妇带着一位

同事走进售楼处。“我们10月1日来看房的，

10月3日便签约了一套89平方米的小三房，

作为婚房。”樊女士说，项目房型设计特别“友

好”，小三房配备了两个卫生间。签约后，她

已经向几位同事推荐了这个新楼盘，“我们公

司就在附近，几位同事一家三代人同住一套

房，都有置换购房的需求，非常喜欢这类总价

低、设计贴心、周边配套设施全的新楼盘。”

“今天，我们接待了100多组看房客，较新

政前的周末增加了50%。”位于浦东新区周浦

板块的上海观澜半岛营销负责人李思楷说，

他们楼盘位于浦东新区张江南周康板块，紧

邻18号线地铁，非常受首次置业的年轻人欢

迎。新政降低了新上海人购房“门槛”，对非

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单身人士购买外环外

住房的，购房所需缴纳社保或个税的年限，调

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满1年及以上，激活

了许多新上海人的购房热情。

昨日，在位于松江区横港公路的时代潮

派售楼处，人头攒动。该项目营销负责人陈

雷介绍：“今天，我们接待了151组看房客，签

约了8套新房。”“沪七条”加快了一些观望客

的入市步伐，周末的日均接待量较新政前增

加了30%以上。为此，项目计划加快推盘的

节奏，让更多购房者选到适合自己的房源。

外环内
改善置业者“当天看房、当天签约”
“今天，中环桃源里售楼处工作人员接待

了近50组看房客，签约了多套大三房两厅两

卫。签约的客户大多是新婚夫妇或者是一家

三口，都属于改善型置业者。”昨晚，中环集团

营销公司总经理阎旭鸣介绍道，国庆黄金周

期间，项目接待了数百组看房客，三分之一看

房客是长期关注该项目的周边居民，三分之

一看房客是最近一两个月多次来看房的人，

还有三分之一看房客是新增客群。

“我们项目在中环，并不是‘沪七条’直接

受益的楼盘，但也感受到购房者的热情了。”

阎旭鸣直言，国庆黄金周，售楼处熙熙攘攘，

购房者的信心足了。“当天看房、当天签约”

“老业主带来新朋友”等现象明显增多。“我们

客户大多是改善型置业者。新政在税收和信

贷上给出的优化力度很大，比如缩短增值税

征免年限，降低了改善型购房者的置换成

本。”阎旭鸣说，考虑到部分客户办理二手房

出售手续，他们也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一事一议”，适当延迟首付款的交付截止期。

昨日，今年7月签约的李女士带着好朋友

崔女士走进售楼处，看了126平方米户型的样

板房。“我们家有置换购房需求，已卖掉了一套

老房子，计划买一套800万元左右的三房，在朋

友的推荐下看样板房。”崔女士说，“沪七条”下

调了房贷利率，让她加快了入市的步伐。

不远处，中环金茂府本批次也推出165套

新房源，其中，168平方米和228平方米的改

善型房源比较受欢迎。该项目营销负责人王

丽萍说，“沪七条”下调了首付比例，二套的首

付比例也下调至20%，不少客户主动要求调整

户型，希望买更大一点的户型。“沪七条”给市

民带来一个楼市上行的积极预期，这是无形

的、不可量化的，会有比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

日前，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网站“网上房

地产”公布了近期将上市的新房名单，共9个

项目，推出1244套房源，分布于浦东、静安、闵

行、嘉定、奉贤5个区，户型面积为85—168平

方米，产品类型包括公寓、叠加，备案均价为

40654—125777元/平方米。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

示，“沪七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改变了市场

预期，为上海楼市持续向上、向好发展起到巩

固作用。“十一”长假后，全国各地购房政策调

整优化的节奏会加快，各类新政策为房地产

市场向好发展创造更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上海市电动自行

车以旧换新补贴工作将于10月16日启动，补

贴政策为一次性500元购车立减。日前，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8

部门联合发布《上海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补贴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自2024年10月16日至2025年6月30日

（含当日，下同），对个人用户交投并报废本人

名下在本市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含电

池），且购买获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

电动自行车新车，上海市给予个人用户一次

性500元购车立减补贴。

《细则》鼓励享受补贴的个人用户购买符

合《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生产的合

格电动自行车新车。换购的锂离子蓄电池电

动自行车，其电池还应符合《电动自行车用锂

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GB43854）标准

要求。

《细则》明确了车辆报废更新流程。个人

用户携带本人身份证明、电动自行车旧车（含

电池）及非机动车号牌，到政策实施销售门

店，通过政策实施服务平台，进行实人认证，

填写旧车登记信息，签署旧车交投及注销登

记委托书。销售门店登录政策实施服务平

台，核对个人用户身份信息、旧车登记信息，

对旧车（含电池）及号牌予以回收。

个人用户注册并登录服务机构应用程序

（App），出示付款码，购买新车。经核实符合

条件的，销售门店在销售新车时直接给予个

人用户一次性定额立减补贴500元，开具符合

国家财政规定的车辆销售发票，发票的抬头

为个人（需实名制）。销售门店通过政策实施

服务平台，将新车的整车编码、销售发票原件

照片或扫描件、旧车及车牌照片等信息完整

录入政策实施服务平台。

《细则》同时要求规范旧车处置。

“沪七条”发布半个月以来，申城新房市场加速回暖

多个售楼处接待量签约量“双增”

上海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将启动
10月16日起给予个人用户一次性500元购车立减

“乐品上海”，资金撬动比达到5.1
将扩大商户参与覆盖面，并优化餐饮消费券投放比例、券面金额等

金秋，在城市公园、街边绿

地随处可见各种“秋果”。在社

交媒体上，“捡秋”成了热门词，

一些网友分享在路边捡到并食

用这些“天上掉下来”果子的照

片和视频。

街头“秋果”外观可能吸引

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适合食

用或采摘。浙江东阳有一位市

民，一年前听说银杏果可以治

疗结石，便捡了不少银杏果回

家，结果银杏果中毒送了医

院。今年，这位市民觉得中毒

过一次已经免疫了，再次加入

捡银杏果的队伍，结果吃完后

再次被送往医院。不仅是银

杏，像申城路边可以看到的香

橼树，其结出的果子也是不适

合食用的。

即使不食用，这些“天上掉

下来”的果子也不宜随意采摘

或放在家中观赏。据园林专业

人士介绍，像银杏、香橼等植

物，日常维护时为了防治病虫

害，养护人员会喷洒农药，而且

也很难像专业果园那样做到科

学养护。银杏果外皮富含有机

酸，刺激皮肤会引起接触性皮

炎、发疱。

除了要管好嘴巴，还要手下留情。

一些市民在私自采摘过程中，往往会折

断树枝，这不仅损害树木生长，而且对其

树冠、树形也是一种破坏，涉嫌违反《上

海市绿化条例》。特别是一些银杏树可

能是古树名木，随意“剥损树皮、攀折树

枝”等还违反《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

续资源保护条例》。

对于绿化管理部门来说，除了要加强

日常修剪维护，及时清理落到地上的果实

之外，还要通过制作分发宣传册、海报、小

册子等材料，详细介绍街头“秋果”的毒

性、食用风险以及相关法规规定，提高市

民的认知水平，并通过媒体报道，或制作

短视频等方式，警示市民不要随意捡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