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住房城乡建委在主题教育中注重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 努力解决群众所忧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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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中，市发展改革委大兴务实之风，瞄准

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初步建立用涉农信

用信息测算主体收入和资产信息的“信用模型”，与

银行联合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助力农户融资

市发展改革委在主题教育中回应基层关切，提升服务能力——

构建“三农”信用体系 缓解农户融资难融资贵

主题教育中，市住房城乡建委坚持问题导向，围

绕住建领域重点工作，关注市民关切的民生问题，持

续深入基层一线把脉问诊，积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推动解决发展难题，不断把主题教育引向深入

□本报记者 唐琴

去年，云阳县南溪镇的种植户许三想扩大
生产规模，向银行申请贷款，但因信用评分不
足而被拒绝了。

今年6月初，许三凭着刚刚建立的农户信
用档案，拿到一笔7万元的信用贷款。“经费有
了着落，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他说。

为农户建立信用档案，是市发展改革委在
主题教育中，为缓解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
牵头实施的。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发展改革委在理
论学习上务求实效，全面、系统、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标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和发展改革工作所作重要讲话
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举办红岩精神专题
报告会，组织开展“薪火相传、血脉永续”发改
青年主题教育现场教学等学习活动，推动理论
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结合理论学习，市发展改革委大兴务实之
风，瞄准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
题，多次前往区县、银行、农户开展调研，发现
其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缺乏判断农户信用状况
的数据，没有掌握涉农主体的四类收入和主体
资产信息。

为此，市发展改革委联合金融机构在云阳
等11个区县开展“三农”信用试点，初步建成
涉农信用信息专题数据库，为10.34万家农业
企业、3.7万家农村专业合作社、120.07万个农
户等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信用档案，走出“三农”
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一步。

深入调研
农户融资难，究竟难在哪

主题教育以来，市发展改革委为了真正摸
清农户融资难问题的症结，首先把调研的重心
放在了农户身上，多次走进农户家中、田间地
头，找到了几个“痛点”：

在农村，无论是农民的宅基地、土地还是
种植作物、养殖物基本都无法抵押，导致涉农
主体难以达到银行的贷款门槛；

由于种养周期规律，农民经常出现“用钱
急”的特点，但银行贷款申请材料多，办理流程
长，平均要经历13个环节、耗时15天。

由于农业产品大多投资大、周期长、利润
低，导致很多农户对银行利率极为敏感，无法
负担过高的利息。

带着摸排查找到的真实问题，市发展改革
委把调研目光聚焦在了金融机构。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银行也想为农
民融资贷款，可是极度缺乏涉农主体的有效数
据，无法进行信用授权。”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举例说，有的农户甚至就是个“白户”，没
有任何关于税收、社保、营收流水、固定资产等
信息，即便在城市已经普及的“秒批秒贷”等金
融产品，也几乎无法在农村适用。

同时，金融机构还反映，当前对于涉农主体
的信息获取上存在梗阻。重庆农商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创新线上金融产品所需数据涉及多个
数据源单位，需分头对接，难度大、效率低。

此外，涉农主体的信用信息还存在匹配度
不足、二次开发难度大的问题。

如此看来，金融机构缺少涉农主体信用信
息的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政务数据没有实
现共享共用、有效开发。

为此，市发展改革委又多次前往云阳、江
津、涪陵、丰都、奉节等区县调研，从人、事、物、
产、房5个维度，详细梳理“三农”数据的来源路
径、逻辑佐证、更新频率、质量保障，以“最小颗
粒度”的办事点、数据项为切口，摸排村（社区）
系统采集平台17个，最后确定来源可靠且具

金融价值的涉农数据字段496个，形成了“三
农”信用数据目录。

通过对496个“三农”数据字段的组合应
用和交叉验真，市发展改革委初步建立用涉农
信用信息测算主体收入和资产信息的“信用模
型”，基本满足了银行开发产品的信息需求，

“信易贷·渝惠融”平台数据轮廓初显。

破解难题
联合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助力农户融资

市发展改革委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后，有
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在主题教育中，市发展改革委向以农行重
庆市分行、建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农商行为代
表的金融机构提出了“开发线上涉农金融产
品、用涉农信用信息减少抵押担保需求”的数
字化解决方案。

以云阳为试点，市发展改革委着力推动打
造具备重庆辨识度的区域性创新金融产品。

一是积极对接市农业农村委、市医保
局、市人力社保局等市级行业部门数据，实
现“三农”信用体系相关数据实时下沉；二是
定期导转财政、税务、农业农村、人力社保、

公安等部门的涉农信用数据，盘活县域政务
数据资源；三是分析“三农”信用建模缺失数
据和漏项数据，减少数据重复采集；四是利
用云阳县自建的前端数据采集系统，规范数
据采集标准。

依托市发展改革委“信易贷·渝惠融”平台
数据，建设银行第一次对重庆农户有了清晰的

“全息画像”，推出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发改系统
与银行系统深度融跨首个纯线上信贷产品
——“裕农快贷·信易贷”，实现“两降两减一
增”的重大突破。

由此，建设银行授信额度覆盖率从不足
1%上升至42.2%，云阳县农户的平均授信额度
由2200多元提高到3.8万余元，平均授信额度
增长16倍，融资利率从4.25%下降至3.55%。

同时，用真实可靠、更新及时的政府信息，
替代农户纸质材料和信贷员线下“尽调”。农
户只要登录“信易贷·渝惠融”平台，即可实现
全线上申请、审批、放款，“秒批秒贷”。

云阳县凤鸣镇致富带头人黄山就尝到了
甜头。前不久，他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凭借
其名下宅基地、补贴收入、月工资收入，以及流
转土地等信用信息，很快拿到了12.9万元信用
贷款。

放大成效
试点扩大到11区县，金融产品不断上新

以云阳县涉农数据归集为样板，当前，市
发展改革委在江津、涪陵等10个区县扎实推
进涉农信用信息归集整理工作。

以建行重庆市分行产品创新为突破口，引
导农行重庆市分行、重庆农商行等合作银行同
步开发线上涉农信用融资产品。

今年5月，依托“信易贷·渝惠融”平台数
据，农行重庆市分行创新开发的“惠农e贷·信易
e贷”纯线上农户融资产品也正式上线。产品利
率均下降至3.55%，办理时间从10天压缩至线
上秒申秒贷。6月，重庆农商行创新的涉农融资
产品基本完成开发流程，将于7月正式上线。

此外，当前农行重庆市分行、建行重庆市
分行正在验证其他试点区县的数据，同步优化
产品模型，推动产品在更多区县落地。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依托“信易贷·渝
惠融”平台，进一步发挥涉农信用信息对涉农
主体融资的支持作用，引导更多银行参与，创
新更多惠农产品，让更多区县、更多主体受益，
真正做到一地创新全市推广。

□本报记者 廖雪梅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
相关。用心、用力解决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
民生问题、发展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和企业
的获得感、幸福感。

市住房城乡建委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推
动工作的重大契机，以群众满意度作为评判标
准，努力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全
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扑下身子，
沉到一线，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凝
心聚力办实事，多措并举解决各种问题，有力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深入一线了解需求
为山城步道建设“问计”

最近，家住九龙坡区谢家湾轨道站一带的
居民发现，身边的步道更加靓丽，休憩设施也
多了起来。

谢家湾轨道站步道起于黄杨路，途经建川
博物馆抗战兵工街，止于龙腾大道上跨桥，全
长约1100米。为让这条步道更好地服务市民
和游客，相关部门通过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
就其建设征求大家的意见。

“我们针对居民提出的意见，在谢家湾轨
道站步道补栽了绿植，增加了座椅，并在台阶
下方安装了900多颗照明灯，让市民休闲锻炼
更加方便，夜间出行更加安全。”市住房城乡建
设系统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

这只是市住房城乡建委大兴务实之风、为
市民打造“健康幸福路”的缩影。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持续
推进中心城区新一轮山城步道建设，他们深入
各街道、商圈和社区，通过随机走访、问卷调查、
工作座谈等方式，听取基层一线需求，先后开展
9次调研，提出新一轮山城步道建设重点任务。

前不久印发的《重庆市中心城区山城步道建
设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力争再用三
年时间，打造山城步道“2.0版本”，构建“成网互
联、便民高效、智慧友好”的多功能山城步道网络
体系。至2025年，中心城区计划建设78项、共
424公里山城步道，总里程将突破1000公里。

大兴务实之风
注重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大兴务实之风，是市住房城乡建委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的一个体现。
为把主题教育组织好、落实好，市住房城

乡建委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
班，建立工作机制，特别注重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

该委不断丰富学习载体形式，各基层党组
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360场次，制作宣传学习
视频等，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建立学习任务定
期推、学习进展定期报、学习成效定期晒的工
作机制，通过工作提示的形式推送学习材料清
单，每周汇总基层党组织学习进展和党员干部
反响情况等，编制印发简报大力推广优秀经验
和典型案例。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为工
作中大兴务实之风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住房城乡建委广大
干部职工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听取意见，全委
共组建专题调研组86个，召开调研工作部署
推进会121次、调研座谈211次、基层走访325
次，有力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关注群众所忧所盼
开展完整社区基础数据调查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兴务
实之风，不仅要主动查找问题、明确整改方向，

更要回应市民关切、社会关注的热点，着力解
决群众所忧所盼。

为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市住房城
乡建委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
入查找分析推动高质量发展问题短板及根源，
形成调研问题192条和成果转化运用177条，
推动解决发展具体事项62个。

建立完整社区基础信息数据库，就是市住
房城乡建委及时回应社区呼声，在主题教育中
开展的一次积极尝试。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推进建设安全健康、
设施完备、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不仅有利于
社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也给群众带来更多
美好生活体验。近年来，重庆在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中注重打造完整社区，目前已建成完
整社区433个。但是，基础数据底数不清、数
字化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老旧
小区改造，影响着居民对社区归属感、认同感
提升。

社区的数字短板怎么破？今年以来，市住
房城乡建委针对市民关切问题，开发并上线完
整社区基础数据收集微信小程序，在全市重点
开展完整社区基础数据调查，建立完整社区基
础信息数据库。截至目前，已有1242个社区
启动填报，665个社区完成填报。

“完整社区基础数据调查完成后，将形成
我市城市社区基础数据‘一张图’，夯实完整
社区信息平台建设基础，服务居民、企业、管
理部门等三方主体，实现完整社区建设情况、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情况基础分析等功能，助
推社区高质量发展。”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创新工作方式
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帮代办”

在察实情、解民需的基础上，市住房城乡
建委还在主题教育中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在本
领上拓展提升，在落实上取得成效。

今年5月，我市出台《重庆市社会投资建设
项目帮代办工作方案》，明确各区县以政务服
务机构及相关职能部门为工作主体，开展社会
投资建设项目“帮代办”服务工作。得知这一
消息，重庆途安道路工程维护有限公司行政主
管陈斌激动不已。

以前办理新建厂房手续，有时会因为资
料填写不规范，连跑几次才能办好。近日，在
九龙坡区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帮代办”专区，
陈斌为新建厂房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对新推
出的“帮代办”服务连连点赞。“有了‘帮代办’

服务后，‘帮代办’专员主动指导需要准备的
资料，将申报资料代填审批系统，审批过程跟
踪催办，审批结果及时反馈，我们省时省事又
省心。”他说。

据了解，此次“帮代办”服务范围，主要是
重庆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社会
投资建设项目从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到竣工验
收全流程审批事项。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
须由项目单位缴纳的费用外，所有服务一律免
费。

在住建领域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的过程中，
类似创新不胜枚举。市住房城乡建委在主题
教育中注重找思路、找举措、找方法，组织召开
了央企座谈会、区县调研会，积极宣传促进建
筑业发展的有关措施，做好点对点帮扶，引育
并重支持高等级建筑企业发展。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继续对照整改目标、整改时限，落实“调查研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督查回访”工作闭环
要求，每两周动态更新调研问题和成果转化运
用“两份清单”，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
题、促进发展的具体举措；同时，加强对责任处
室（单位）督促指导，建立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
果的长效机制，以全市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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