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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冷的天，再不和雪花约会就
有些说不过去了。1月7日，随着温度
进一步降低，重庆多地迎来降雪。据
市气象台预计，8日全市局地最低气
温仅-4℃。

7日清晨，渝北云龟山、石柱黄
水、梁平袁驿镇、云阳凤鸣镇、城口城
区、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州走
马镇、垫江东印茶山、奉节兴隆镇等地
均出现了降雪。

据市气象台预计，8 日各地将
持续雨雪天气，局地最低气温可
达-4℃。9日多云到阴天掌控重庆，
各地气温小幅回升。10日雨雪天气
又将卷土重来。

虽然寒潮来袭，但我市早已做好
御寒准备，人民生活未受到影响。部
分高海拔地区的学校安装取暖设施，
确保学生不受冻。

成都下雪了
重庆中心城区会下雪吗？

重庆中心城区离雪花还有多远？
先来看看7日有多冷！7日0点至16
点，重庆多地出现了降水，各地最低
气温均不足 6℃，酉阳-3.5℃，秀
山-2.7℃，城口-1.9℃，沙坪坝5.6℃。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邓承之说，
下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大气
中需含有较冷的冰晶核；二是充分的
水汽；三是2米气温在0-2℃以内可
能出现雨夹雪，2米气温在0℃以下时
可能出现纯雪。“所以中心城区个别地
区可能会下雨夹雪，比如海拔较高的
缙云山、歌乐山等地，但大部地区仍然
无缘雨夹雪。”

为啥成都下雪了重庆中心城区不
下？据了解，虽然成都和重庆中心城
区均位于四川盆地内，但冷空气入侵
路径和海拔不同，所以成都下雪，重庆
中心城区盼雪。冷空气通常从西北、
北方、东北三路入侵四川盆地，其中来
自西北和北方路径的冷空气降温更明

显，而成都正好位于西北路径和北方
路径的上游，所以更易受冷空气影
响。加之重庆中心城区海拔较成都略
低，气温就比成都更高，所以更不容易
降雪。

部分高海拔地区学校安
装取暖设施

确保学生温暖过冬

针对持续低温，我市部分区县采
取多项措施解决中小学校学生冬季取
暖问题。比如云阳就采取两大措施解
决山区海拔800米以上中小学校学生
冬季取暖问题，一是每间教室安装一
套取暖设施，每间寝室安装一台太阳
能热水器，每名住宿学生配备一床棕
垫，让高山学校师生温暖过冬；二是每
天锻炼一小时，组织教师创编暖手操，
每生配备一根跳绳，大课间集体跑步，
增强学生体质和抗寒能力。

G50沪渝高速石柱到忠
县段积雪最深达10厘米

工作人员及时除雪确保通行正常

1月7日10时起，G50沪渝高速
石忠路迎来大范围降雪，积雪深度达
到10厘米。当日凌晨，渝湘高速黔江
段也迎来今年来首次降雪。由于及时
启动抗冰除雪应急预案，及时采取除
雪措施，目前这两段高速公路通行正
常。

为有效防止积雪面积持续增大以
及路面结冰，重庆高速集团股份公司
组织人力加强道路巡查，并开启24小
时不间断机械化除雪作业，未出现因
积雪而封闭道路和发生交通事故现
象。

据统计，为了保障畅通，高速集团
组织养护人员、机械设备进行撒布融
雪剂作业；加大巡查力度，重点查看大
桥、跨线桥、匝道，了解道路积雪和结
冰情况；与当地气象部门保持联系，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掌握预警信息；通过
路段可变情报板、微博、微信等公众平
台及时更新辖区路段通行情况，以便
驾乘人员提前了解路况。

截至目前，重庆高速集团已累计
出动除雪工作人员超过75人次、除雪
车辆75台次，撒融雪剂近500吨，撒
布作业累计2965公里。

雨雪天气道路湿滑，重庆高速集
团温馨提醒行车者，请注意观察路面，
减速行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如需
减速应缓慢放松油门，连续轻踩制动，
防止碰撞、刮擦和追尾事故发生。

寒潮催热“暖经济”
保暖衣物用品畅销

寒潮来袭、气温下降，“暖经济”也
迅速升温。重庆日报记者1月7日走
访市场发现，最近几天，羽绒服、暖宝
宝、暖手宝等保暖商品迎来销售高潮。

在龙湖源著天街B1楼，多家商户
纷纷推出打折等优惠，促销保暖内衣、
羽绒服和防寒服等保暖衣物。一家专
卖保暖内衣的老板介绍，最近几天，保
暖内衣销量上升，每天大约能卖四五
十套，日销量比寒潮来之前增长15%
以上。另一家卖防寒服、羽绒服的商
户也表示，最近几天每天能卖一二十
套，销售情况明显比前段时间好。

在解放碑重百大楼，正在保暖衣
物销售区域选购衣物的蒋女士说，最
近降温了，去年买的薄羽绒服过不了
冬，特地来买件厚的羽绒服。波司登
羽绒服的一名营业员透露，这几天羽
绒服日销量比此前有所增加，估算增
幅至少在20%以上。

重庆百货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
天，公司旗下的百货商场，棉服销量实
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个别爆款由于销
量太好，需相关人员加班加点补充货
源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除了保暖衣物，保暖用品也受到
消费者青睐。在永辉超市龙湖源著天
街店，市民刘女士仅仅花了两三分钟，
就挑选了某品牌暖宝宝2包。她称，
这几天降温了，所以买点暖宝宝给孩
子取暖。超市一导购员表示，近几天，
这些保暖用品很好卖，热水袋、暖手
宝、暖宝宝每天至少都能卖出好几十
个（包）。

昨日多地飘雪 中心城区暂无降雪条件
我市相关部门区县采取措施确保特殊人群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黄光红

1月1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
的《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
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下称《通
知》）正式实施。《通知》分档设置了房地
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在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两个上限，并
要求银行不能超越“红线”。

通俗地说，各大银行用于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的资金盘规模，将因此受限。

那么，这一新规是否会通过银行传
导给消费者，导致市民贷款买房变得更
难呢？

根据《通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
比上限共分为五档：其中，以国有商业银
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为32.5%，以股份制
银行和个别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型银行为
20%，以城商行、民营银行等为代表的小
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为17.5%，县域
农合机构为12.5%，村镇银行为7.5%。

据券商分析，基于2020年各银行
半年报数据测算，大约有10家上市银
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超标。这
表明，中大型银行受政策的影响可能比
较明显。

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贷款购房
会马上受到影响。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多家银行打探到，目前各家银行均正
常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某国有银行重庆分行人士透露，目
前在该行，个人房贷政策暂时没有变
化。即：优先支持消费者贷款购买首套
房的刚性需求。消费者贷款购买第二
套房，只要符合相关政策规定，也是没
有问题，只不过首付和贷款利率会相应
提高。但对于消费者贷款购买第三套
房，不予支持。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重庆分行人士
则表示，整体上来看，上述房贷新规短
期内对重庆消费者贷款购房几乎没有
什么影响。因为新规给予了超标的银
行过渡期——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占比超出上限2个百分点以内的，有2
年的过渡期；超出2个百分点及以上
的，有4年过渡期。

从长远看，重庆消费者贷款购房可
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影响也不会大。
因为当前超标的银行只是少数，且超标
的幅度不大。同时，大多数银行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占比都在“红线”内，无需刻
意收紧房贷。

新规为银行设置房贷余额占比上限

消费者贷款购房会不会变得更难

□本报记者 崔曜

寒潮来袭，市民开始添置衣物，防
寒保暖。同样面对降温，重庆动物园
里的动物们如何御寒？

1月7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重
庆动物园打探。在两栖爬行馆，记者
看到，一条40厘米长的湾鳄和绿鬣蜥
躺在“浴霸”灯下一动不动，一副悠然
自得的样子。除了“浴霸”，两栖爬行
馆还配备了全光谱灯。不同于其他的
取暖设备，全光谱灯能模仿太阳光的
紫外线和热度，除了提高室内温度还
能给两栖爬行动物补钙。

来自热带的猩猩是怎样过冬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红猩猩“红豆”“乐
乐”正在温暖的室内场馆玩耍，不时还

会跑到玻璃面前跟游客“打招呼”。
为了抵御冬天的寒冷。猩猩馆舍

内地上铺上了厚厚的锯木刨花。工作
人员称，室内还配有地暖，加热区域最
高可达30℃，室内整体温度可达18℃。

还有些动物的“宿舍”开起了空
调。去年国庆节前，重庆动物园首次
引入了二趾树獭、小食蚁兽二种动物，
这是它们在重庆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它们的笼舍里都装了空调，24小时
开着，我们还配备了加湿器调节湿度，
不让笼舍空气太干燥。”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二趾树獭、小食蚁兽一直处于
20℃的恒温环境中，生活非常舒适。

此外，为遮挡寒风，重庆动物园的
许多场馆，如白犀的进出通道，也装上
了厚厚的门帘，以提高保温的效果。

“浴霸”、油汀、地暖、中央空调齐上阵

重庆动物园动物这样御寒

▲1月7日，万盛经开区安博馨养
老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给困难老人
送上围巾等保暖用品。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G50沪渝高速石柱到忠县高速
路，积雪最深达 10厘米，高速部门多
举措确保道路畅通。（高速集团供图）

1月7日，重庆动物园，细尾獴聚集在加温灯处“摆造型”。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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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冬日天寒，在铜梁区巴川街道正街
社区北街馨苑小区，人们却时常见到一
位满头银发的婆婆在拾掇小区公共
区域里的花草，天晴浇水、下雨清扫
落叶……婆婆名叫张桂芬，今年已是
88岁高龄。耄耋之年的张婆婆，为何
管护起小区的花草呢？

“小区以前又脏又乱。”张婆婆说，
后来清理后多出了几块空地，荒着也不
好看。平时，老人在家也喜欢种些花
草，她找社区认领了一块空地种花。“我
是少云志愿者，应该为小区做点事。”

去年，张婆婆播下花籽，细心呵
护。几个月后，那块空地开出了一片美
丽花儿来，成了小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过去，北街馨苑的“小绿地”“小设
施”“小场地”（简称“三小”），因为没人
打理，变成了“脏乱差”的地方。张婆婆
的做法让大家深受启发，小区10多名
少云志愿者也认领了其他的“小绿地”，
种上花草，一起呵护自己的家园。北街
馨苑也因此成为铜梁最早开展“三小”
认领的老旧小区。

如今，不仅仅是在北街馨苑，在铜
梁的许多老旧小区，少云志愿者对“三

小”的认领管护，都让老旧小区变漂
亮了。家住铜梁城区小南街37号的龚
徳喜，是小区里“小设施”的认领人。

“以前院子角落里是堆满了废弃
家具，公共花园变成私家菜园，院子里
乱拉晾衣杆，出太阳时晾满了衣服，过
路都成问题。”龚徳喜介绍，后来小区
开展“三小”认领后，小区环境好了很
多，还设置了文化墙、健身器材等设
施，“现在，我就认领了这些‘小设施’，
把它管好、维护好，也呼吁大家平时多
爱惜。”

闲暇时，龚德喜就拿着抹布去擦一
擦文化墙、宣传橱窗、展示牌、健身器材
等，还时常劝导居民合理使用和爱护这
些公共设施。

家住铜梁城区中南路494号鑫龙
花园小区的徐芝兰，认领了小区里的

“小场地”。由于没有安装门禁，鑫龙花
园几乎成了一个公共露天停车场，社会
车辆、居民自有车辆，轿车、电瓶车、三
轮车等都在小区内随意停放。因为停
车问题，邻里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

于是，同是少云志愿者的徐芝兰主
动申请认领了“小场地”。每天早、晚，
徐芝兰都要出去巡查，遇到不规范停车
的，要挨个给车主打电话挪车。

“刚开始，很累人，有些居民也不理
解。我坚持了这么久，大部分居民养成
了规范停车的习惯。停车矛盾越来越
少了，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了。”徐芝
兰说。

铜梁少云志愿者：

认领“三小”区域 老社区管出新风景

□朱芸锋

保护生态与发展产业，一头连起绿
水青山，一头连起金山银山。在城口
县，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县有 2000 多
农户给国储林打工，每年务工收入
2000 多万元；在梁平区，500 亩甜茶在
国储林地长势喜人；在巫溪县，当地依
托国储林项目正在打造全国森林体验
和森林养生重点建设基地……国储林
项目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019年，500万亩国家储备林在重庆开
建。国储林带给重庆的，不止是一片
森林，更是重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
要载体。创新生态建设投融资体制机
制，不仅激活了绿色发展的“全价值
链”，也充分印证了一个道理：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赏心悦
目的绿水青山就能转化为助农增收的
经济财富。依托优质生态培育产业发
展后劲，让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区域经
济赋能增值，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就能
实现双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上深刻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
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求举全党全社会
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我
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发生态观光
旅游等乡村新业态，让特色生态农产品
触网上线进城，将愈发向好的生态环境
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优势，将绿水
青山打造成造福子孙后代的“绿色银
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做好长江
上游自然生态管护，关键在于着眼于长
远的生态效益、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
益。重庆国储林项目坚持“长中短结
合”原则发展，以全产业链激活“全价值
链”，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转化
的生动缩影。

坚持生态优先，守护好绿水青山，
让乡村生态更美、农民生活更富、农村
产业更具活力，需要党员干部率先作
为、敢于担当。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持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积极建设
国储林这样有利于长远发展的生态产
业，在绿水青山中开启新生活，必将绘
制出美好的长江上游生态风景线。

激活绿色发展的“全价值链”

▲1月7日，游客在巫山县梨子坪
森林公园赏雪。6 日夜间，巫山海拔
600米以上的中高山地区普降瑞雪，大
地银装素裹，吸引了不少游客赏雪游玩。

特约摄影 王忠虎/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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