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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城区集中供热已启动热态运行
用户莫忘检查家中采暖设施

今年“双11”
我市寄递业务再创新高

燃气表具更新
物联网表将替代IC卡表

公园里的婚姻登记处预计11月18日投入使用

11月2日，记者在大沙河的水面上拍到了停留的白鹭等水鸟。近年来，我市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总投资20.47亿元，开展大沙河流域污染防治和生态治理，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贾 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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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商业银行已完成对存量房贷利率
的批量调降。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截至
10月末，21家全国性银行共计对5366.7万笔、
25.2万亿元存量房贷利率完成调降。此次调降
后借款人感受如何？政策对楼市带来怎样影
响？记者进行了调研走访。

“我的房贷利率加点幅度从原先的加105
个基点下调到减 25个基点，利率从 5.25%降
到3.95%，每月利息能减少约970元。”北京的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买的第二套房在五环外，
申请贷款时正赶上了利率高点。今年二套房
贷利率也能统一调降，这为她一年节省利息
1.1万多元。

最近，像张女士这样负担有所减轻的人不
少。10月末，绝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已完成批
量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左
右，每年减少家庭利息支出1500亿元左右，惠
及5000万户家庭。

随着我国利率水平持续走低，新增与存量
房贷利差持续扩大，引起普遍关注。9月24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降低存量房贷利
率。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并指导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倡议：各商业银行
于10月31日前统一对存量房贷利率实施批量
调整。随后，各银行及时跟进，发布操作细则，
推动政策在10月底全面落地。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新老房贷利
差拉大一直是借款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高
房贷负担也是不少家庭的一大压力来源。此次
政策调整是对群众关切的积极回应，有助于提
振市场信心。

记者还观察到，存量房贷利率下降后，个人
预约提前还房贷情况有所缓解。同时，购房者
对买房后新老房贷利差继续拉大的担忧有所减
轻，有助于释放刚性购房需求。

一家国有大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较政
策出台前的9月中上旬，10月以来该行个人按
揭提前还款日均申请量减少了20%。另外，记
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10月份个人住房贷
款规模企稳，明显好于前9个月月均减少690亿
元的水平，也好于前两年同期水平。

在此背景下，进入11月，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楼市交易持续活跃，新房、二手房带看量
和成交量明显上升。上海链家提供的数据显
示，11月前10日，上海的新房成交量较上月同
期增长234%，二手房成交量较上月同期增长
89%。

近两个月，招商蛇口上海公司开发的多处
楼盘销售较好。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清宇表
示，近期，包括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在内的一
揽子房地产金融举措加速落地，推动房地产市
场止跌回稳，市场感受明显。

记者在上海走访多个新盘发现，新房认购
热情仍在升温。11月1日开启认购的浦东新区
前滩公馆二期，148套房源累计认购近600组、
认购率达400%。

自11月1日起，存量房贷利率迎来动态调
整机制：当新老房贷利率偏离到一定幅度时，借
款人可与银行自主协商，变更加点幅度，并可协
商约定重定价周期。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完
善房贷定价机制，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动解决
新老房贷利差扩大问题，有助于减轻居民利息
负担，促进房贷市场合理竞争，将对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各地出台措施，生育友好还需多方努力

存量房贷利率完成批量调降

你的负担减轻了吗

不久前，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
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
干措施》，要求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
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
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
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
前多地已出台生育支持相
关措施，包括经济支持、服
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
持等。

“

各类支持措施同步推进

首先是经济支持。据国家卫
健委介绍，目前全国已有23个省
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
制度，20余个省份按程序将辅助
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今年8月，湖北省宜昌市伍家
乡共同村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
表大会，明确规定共同村村民合
法生育二孩、三孩将给予一定金
额补助，生育二孩奖励2万元，生
育三孩及以上奖励5万元。

今年10月，江西省上犹县出
台规定，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
庭，生育后且已在该县上户口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7000元、1.3
万元。

其次是服务支持。在浙江省
杭州市临平区优优托育园的乳儿
班里，爬行垫、婴儿床、适龄的玩
具、低矮圆角的家具等一应俱全，
5个6至12月龄的宝宝在保育员
的陪伴下玩耍。

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
心主任洪丽冰说，调研发现，家长
对小月龄婴幼儿托育的需求较
高；目前杭州每千人口托位数4.7
个，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

江苏省苏州市加快完善“15
分钟托育服务圈”，在社区普惠托
育点因地制宜开设乳儿班、托小
班、托大班、亲子班等班型，提供
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
等多样化服务，就近就便为百姓
提供更普惠、更放心的带娃服务。

另外是时间支持。据了解，
目前各省份普遍设立15天左右的
配偶陪产假，5天至20天的育儿
假，各省份产假普遍延长至158天
以上。

“产假延长后我有188天，二
宝半岁了再上班，身体状态恢复得
更好，比生老大那时候从容多了。”
今年4月生完二胎的张女士，对于
11月回到工作岗位没有太多担忧。

还有文化支持。近年来，多
地大力推进婚俗改革、深化移风
易俗。例如河北省滦州市大力整
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
题，低价彩礼、零彩礼、低碳婚礼
等一系列文明新风正悄然兴起。

四川省引导各地建立贯穿婚

前、婚后的全链条婚姻家庭辅导
体系，积极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
定；2023年全省婚姻登记机关开
展“幸福婚姻课堂”讲座80余场，
接待婚姻家庭辅导群众 7.57 万
人，成功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1.8万人次。

一些地方出生人口出现“反弹”

今年7月，在广东省人口发展
研究院、广东省人口基金会举行
的专题座谈会上，一组数据吸引
了公众的注意。座谈会透露，今
年1至6月，广东住院分娩活产数
较去年同期增长1.4%，出生人口
下降趋势或有望缓解。

除了广东以外，多地官宣出
生人口“反弹”，包括山东青岛、湖
北天门、陕西宝鸡、内蒙古阿拉善
盟等地上半年出生人口数量增
加。

除了“龙年”生育偏好以外，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地方已经推
出的生育支持政策，不仅涵盖了
生育假期的延长、经济补贴的增
加，还深入到托育服务的扩展、医
疗保障的完善以及社会文化的引
导等多个层面，让生育友好更加
可感可及，提升了育龄群众生育
意愿。

今年上半年，杭州市相关部
门开展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发放
5000份访谈问卷；从问卷调查结
果看，老百姓最关注的是补贴和
教育。

湖北天门2023年出台的鼓励
生育五条措施初见成效，该地出
生人数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
按照该地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
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别享受9.63
万元、16.51万元补助，补助包括
一次性生育奖励、育儿补贴、购房
奖补等。

今年 9月 1日起，杭州在富
阳、临安、桐庐、淳安和建德五区
县范围内，为托育家庭发放托育
券，根据月龄不同每月补助600元
至1000元不等。仅9月一个月，
已有1294人次成功申领托育券。

杭州市富阳区容大凯奇托育园
一名家长李爱萍说：“我外孙女22
个月大，入托补贴是一个月800元，
一年下来也给我们省了不少钱。”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
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研究

基地主任米红认为，延长产假，增
设配偶陪产假、父母育儿假，有助
于增强家庭凝聚力，减轻家庭照
顾负担；经济补贴的精准投放，直
接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
提升了家庭的生育积极性。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表示，倡导新
型婚育文化，有助于社会形成尊
重生育、支持生育的氛围，提升公
众的生育意愿。

进一步细化政策，保证切实落地

受访专家表示，在当前人口
生育率偏低的形势下，建设生育
友好型社会不仅需要国家层面打
好“组合拳”，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政策，引入多方力量参与，保证政
策切实落地。

不少育龄人群感慨“生不起、
养不起”，洪丽冰建议，进一步降
低孩子的生育、教育、养育成本，
减轻年轻人的压力和负担；建设
安全、方便、人性化的生育和育儿
支持环境，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
服务，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
托幼服务等。

对于社会关注的儿童青少年
教育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
衢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陈玮提
出，2016年二胎开放后迎来的短
暂生育潮入学压力将波浪式传递
至小学、初中，建议相关部门强化
入校需求预测，精心设计好入学
方案、调剂方案，并促使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更加均衡。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全面实
施家庭发展计划，探索发展以家
庭为单位的就业、养老、住房、税
收和保险体系，逐步探索建立以
支持和保障家庭成员充分发展为
目标的综合型家庭福利政策。

米红认为，构建生育支持体
系需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企
业、社会组织等参与生育支持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形成政府主导、
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建立有效
的政策反馈与调整机制，及时收
集公众、专家等各方意见，对政策
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上图 10 月 16 日，在山东省
青岛市李沧区青峰路幼儿园，小
朋友参加搓玉米比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