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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月
11日，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关于调整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利率的通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
通知》，2022年10月1日起，下调首套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15个百
分点。

其中，2022年10月1日起发放的
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调整后
的利率，即五年以下（含五年）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利率2.6%；五年以上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3.1%。

2022年10月1日前已发放的首
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期限在

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仍执行原合同
利率；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2023
年1月1日前仍执行原合同利率，从
2023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调整后的
利率3.1%。

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政策保持不变，即五年以下（含五年）
和五年以上利率分别为 3.025%和
3.575%。

新闻链接>>>

热点问题解答
问：利率下调后，每月可少还多少

钱呢?

答：利率下调后，首套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5 年以下(含 5 年)
为 2.6%，5 年以上为 3.1%。以首套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120 万元、
25 年为例，利率下调后月最低还款额
为 5753.15 元 ，比 下 调 前 每 月 少 还
94.64元。

问：我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是首套住房贷款，10月1日前已经
放款了，利率可以下调吗?

答：根据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您的
贷款已经放款了，如果期限在 1 年以
上，到年底仍然执行原利率，2023年1
月1日(含)开始，执行下调后的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档次利率。如

果期限在1年(含1年)以内，到贷款结
清前仍然执行原利率，不再进行利率
调整。

这里的期限是指的贷款发放时确
定的贷款期限，不是开始偿还贷款后
剩余的贷款期限。

需要注意的是，2023 年 1 月的
月最低还款额会与其他月份有所不
同，原因是该月的月最低还款额是
分段计息的，即 2022 年 12 月还款日
之后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按照
原贷款利率计息，2023 年 1 月 1日到
1 月还款日之间按照下调后的利率
计息。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重庆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利率下调0.15个百分点

贷款120万元25年每月少还94.64元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记者
10月 11日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重庆市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已于日前印发。《方
案》提出，到2025年，重庆新能源汽
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
量的20%以上。

为此，重庆将加强充换电、新
型储能、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动中心城区加氢站建成
投运和成渝、渝万高速沿线等加氢
站布局，到2025年，建成两种及以
上能源供应类型的车用综合能源
站100座。

同时，重庆将开展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鼓励汽车企业研发推广
适合农村居民出行需要、质优价廉、
先进适用的新能源汽车，推动健全

农村运维服务体系；要提高城市公
交、出租（含网约车）、环卫、城市物
流配送、邮政快递、民航机场以及党
政机关公务领域等新能源汽车应用
占比。

除了新能源汽车所在的绿色交
通消费领域，《方案》还对其他九个重
点领域消费绿色转型提出了要求。
例如，关于推行绿色衣着消费，《方
案》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更
多采购具有绿色低碳相关认证标识
的制服、校服；规范旧衣公益捐赠，鼓
励单位、小区、服装店等合理布局旧
衣回收点，强化再利用。

关于绿色居住消费，《方案》将节
能环保要求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提出
到2025年，绿色建材在新建建筑中
的应用比例达到70%。

重庆印发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占比超20%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0月11
日，市统计局发布《十八大以来重庆市
规上文化企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2021
年，重庆规上文化企业增长到1147
家，增长1.9倍，年均增速12.7%。

《报告》显示，10年来，我市文化
服务业呈现出“多、快、高”3个特
点——从产业看，全市规上制造业
文化企业达到230家，比2012年增
加105家；限额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企
业为173家，比2012年增加56家；
规上服务业文化企业 744 家，比
2012年增加596家。其中，规上服
务业文化企业数量增加最多，速度最
快，占比逐年提高。

从企业控股情况看，截至2021
年，在全市规上文化企业法人中，私
人控股企业 939 家，其占比达到

81.9%，另外国有控股企业为 165
家，集体控股企业6家，港澳台商控
股企业20家，外商控股企业17家。
私营控股规上文化企业对于我市新
增文化企业的贡献率达到81.9%，在
各类文化市场主体中活跃度最高，成
为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

《报告》显示，这10年来，随着市
场主体增多，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业
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企业资产规模和
产出规模逐年持续壮大。截至2021
年，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资产总计为
3685.1亿元，比2012年增长3.8倍。
在产值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文化产
业经济效益也在稳步提高，截至
2021年，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
入为 2134.2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2.3倍，年均增长14.1%。

重庆规上文化企业
十年增长1.9倍达1147家

荣昌人大:“八步工作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前不久，荣昌区荣隆镇高田村选

民群众在区人大接待时向人大代表黄
河锡、郑天波反映，梨子园路、广罗路、
环湖路长约4公里一直没有硬化，周
边300余户1000余人出行非常不便，
大家迫切希望能硬化这部分路段。

收集到民意后，荣隆镇人大立即
召集相关站所负责人共同研判，积极
向区交通局、区水利局等区级部门争
取到135万元项目补助资金，并于8月
开始启动这部分路的硬化改造，目前
已基本竣工，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这是荣昌区人大推行群众意见
诉求办理“八步工作法”为民办实事
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荣昌区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和区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以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为抓手，在深化人大代表“双亮
双做”工作的基础上，从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创新推出群众意见诉求办理
的“八步工作法”，通过各级人大代表
进社区、进小院、进代表活动站，全力
协助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努
力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

深化“双亮双做”
总结提炼“八步工作法”

今年以来，荣昌区人大纵深推进人
大代表“亮身份、亮承诺，做合格代表、
做群众表率”的“双亮双做”工作，拓宽
联系人民群众渠道，不断开创人大代表

工作新局面。
深入推进履职平台建设。“人大代

表之家”做到有活动场所、有工作制度、
有设施设备，开放式的“家”要有接待群
众的场地。各镇街人大结合实际建设

“人大代表活动站”，除有活动场所外，
要在室外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明确
代表权利义务，公开代表信息。依托新
风小院、先锋小区、小院讲堂和社区网
格等平台布局“人大代表民情联络点”，
便于人大代表就近联系群众，群众就近
反映情况。

明确代表履职活动方式。围绕解
决人口“一老一小”、住房“一旧一危”、就
业“一生一困”、交通“一堵一安”等民生
实事，组织开展人大调研视察、执法检查
活动，支持推动人大代表根据自身能力
开展履职活动。安排人大代表在“家站
点”、新风小院、先锋小区、小院讲堂和社
区网格等点位公开接待群众。

健全意见要求处理机制。健全完
善代表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处理反
馈机制，形成收集、交办、处理、反馈、评
价工作闭环。对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各
人大代表要及时转交镇街人大并建立
台账，及时组织镇街相关人员分析研判
每条意见建议，分门别类予以处理。通
过“工作交办签”方式，明确办理时限，
做好跟踪督办。

据统计，今年以来，“双亮双做”工作
共收集反映群众意见要求612件，截至8
月31日已办结487件、正在办理125件。

镇街人大的有力组织、部门站所的

支持配合、人大代表的积极参与，进一步
推动代表“双亮双做”工作向纵深发展，
荣昌区人大常委会逐步总结提炼出群
众意见诉求处理的“八步工作法”，即听
取呼声、反映民意、建立台账、集中研判、
分类交办、依法督办、结果反馈、群众评
价8个步骤，并在全区人大推广。

创新“八步工作法”
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

“八步工作法”，8个步骤，环环相
扣，月月开展。

前段时间，铜鼓镇高山村的人大
代表付婷进入邓家院子小院讲堂参加

活动，附近群众十分期盼能在小院讲
堂及人群集中处安装便民座椅，这样
不但每次小院讲堂搞活动不用搬凳
子，而且群众在休闲时间可以坐在一
起摆龙门阵增进感情，赶场天有些老
年人和购物返家的人累了走不动了也
可以坐着休息一下，这是第一步听取
呼声。

第二步反映民意。付婷随即将群
众意见向镇人大作了反映。

第三步建立台账。镇人大办公室
就付婷代表反映的群众呼声期盼建立
了明细台账。

第四步集中研判。镇人大办公室
立即召集了规建环保办、综合执法办等

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研判群众期盼，
认为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部分资金用
于安装便民座椅是可行的。

第五步分类交办。镇人大办公室
经过沟通协调，由高山村驻村工作队联
系上级部门争取资金来源，规建环保
办、综合执法办配合安装座椅。

第六步，依法督办。镇人大督促高
山村委负责选址和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协调安装地点和人工，高山村驻村工作
队分别向新区管委会、国资委、市五中
院共争取到座椅资金2.4万元，立即动
手为高山村10个社安装了便民座椅共
60张，每张座椅可以坐3-4人。

第七步结果反馈。镇人大将座椅
安装办理结果反馈给群众，让群众参观
体验。

第八步群众评价。镇人大就便
民座椅安装结果征求群众意见，群众
参观体验后对此表示非常满意，评价
很高。

荣昌区人大创新推出的“八步工
作法”，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
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
进代表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丰富内涵。

健全激励体系
人大优势转为治理效能

近年来，荣昌区人大常委会在推进
群众意见诉求办理“八步工作法”、深化

人大代表“双亮双做”活动的过程中，科
学设计了对人大代表的评价激励体系，
让代表履职更有干劲。

《代表履职考核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的出台，细化了考核分值，让代表
履职的责任感、紧迫感得到明显加强。
同时，从机构设置、学习培训、服务代
表、履职经费等方面不断加强和改进保
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代表履职的荣誉感
和为民服务的成就感。

荣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成军表
示：“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
民。群众意见的收集、问题的解决，整
个过程群众要看得到，成效要让群众感
受到。‘八步工作法’则是寻找问题、发
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的全流程
思维程序，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之

‘全’的重要体现，有助于人大工作更加
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有助
于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对于下一步工作，唐成军说，荣昌
区人大将以深入推进“八步工作法”为
抓手，以选区为网格，以“家站点”、新
风小院、先锋小区、小院讲堂等为民主
民意表达平台，不断探索全过程人民
民主基层实践形式，让全过程人民民
主在荣昌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使
其成为践行、宣传、展示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鲜活载体，为推动荣昌高质量发
展和民生改善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隆新 梁家彬 吕俊池
图片由荣昌区人大常委会提供

荣昌区荣隆镇人大代表接访群众

（上接1版）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智慧农业，落伍了！我们这里是
数字农业。”9月27日，万州区甘宁镇，
同鑫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卢长坤带记者来到数字农业番茄工
厂。

大棚里，一排排轨道式栽培的番茄
苗被牵引在红色的线绳上，果实累累。

“这是目前重庆智能化程度最高、技术
最先进的数字温室。”卢长坤的语气里
带着自豪，这座总面积3210平方米的
数字温室投资500余万元，全部由公司
自主设计、自行施工。这里的番茄一年
只种一季，藤蔓最高可长到20多米，每
年可结果40多轮，亩产可达到2万公
斤。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物联网与精

准水肥一体化技术基础上，温室引入植
物生长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植物生长
全场景的数字化模拟，实现对植物生命
周期实时、双向的精准化动态管理。番
茄从育苗到结果全周期都实现了数字
化，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可控。

同鑫农业所在的甘宁镇地处万
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21年，三
峡山地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在这
里成立，中心集三峡柑橘技术研究中
心、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繁育研究中
心、重庆三峡中药种植与加工应用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于一体，已入驻国家
生猪技术创新中心、三峡柑橘技术研
究中心两个国家级平台和15家市级
技术研发平台，并围绕生态猪、经果
林两大主导产业的节本增效、疫病防
控、粪污处理等15项重大课题开展

揭榜攻关，将农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目前，全区玫瑰香橙
种植已达15万亩，万州区100万头生
猪生态养殖全产业链项目正有序推
进。产业园还同步引入中科无抗、山东
鲁抗、重庆农神集团等现代农业企业加
速成果转化运用；投资新建益生菌饲
料厂和有机肥厂，搭建起“产学研用”
生产格局。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2021年，万州区第一产业增
加值首次突破百亿元，位居全市第
二。今年，农业农村部通报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创建绩效中期评估情况，
万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顺利通过评
估，名次位居全国第一。今年8月，万
州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创建名单。

开放活力不断释放

当进口红酒搭配上万州烤鱼，会
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在万州从事红
酒行业多年的江波给记者讲了一个小
故事。

2018年，江波邀请一名在法国经
营酒庄的客人到万州考察红酒市场。
双方见面时已是夜晚，他便和几名当
地朋友带着客人去吃万州烤鱼，随身
带上了几瓶红酒。

来到烤鱼店，服务员将他们所带
的红酒全部开瓶，一字排开。朋友们
用啤酒杯装满红酒后，站起身来欢迎
客人，一声“cheers”后，啤酒杯便一一
见了底。这份豪迈给法国客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一场宵夜下来，宾主尽
欢。后来，江波得到了这家酒庄的红

酒经营权，以万州为起点，他的红酒生
意如今已做到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
在全国开门店30余个。

万州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
今年6月，郑渝高铁全线通车。

从万州可实现4小时到郑州，最快6小
时50分到北京，极大加快了万州与高
铁沿线地区的人员流动、产业联动、商
贸往来。

今年7月，万州机场航空口岸获
得国务院批复同意对外开放，成为重
庆第二个开放的航空口岸。

今年9月，万州环线项目建成通
车，城市环线高速实现闭环运营，新田
港和进港铁路实现无缝衔接。

在万州新田港，一期已建成运
营。港口货物年吞吐能力达到625万
吨、集装箱装卸能力达到45万标箱，

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三峡库区最大深水
良港……

万州综保区已签约项目5个，协
议投资9.4亿元，预计年进出口总额
73.5亿元，年产值77亿元。在谈项目
16个，涵盖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和保
税服务等业态，预计协议总投资29.4
亿元、年产值142亿元、年进出口额
156.9亿元。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早在唐
朝贞观年间，万州便因“万川毕汇”而
得名，又因“万商云集”而闻名，形成了
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1925年正式
开埠后，更是商贸繁荣、洋行林立。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万
州聚焦开放再发力，推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
外开放。

10月11日，酉阳游客集散中心，
色彩斑斓的树木、多姿多彩的景观，在
阳光下构成美丽的秋色画卷。

近年来，酉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规划建设新城景观
带、旅游集散中心生态公园等项目，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绿洲，更
好地满足广大游客及当地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美丽绿洲 秋色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