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阶段性放宽部分城市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数月
后，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5 日对外宣布建立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明确将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与新
建住房价格走势挂钩。这一政策调整如何看？又将对购房
者带来哪些影响？

部分城市可能有所动作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通知称，自 2022 年第四
季度起，各城市政府可于每季度末月，以上季度末月至本季
度第二个月为评估期，对当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
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对于评估期内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和同比连续 3 个月均下降的城市，阶段性放宽首套住
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地方政府按照因城施策
原则，可自主决定自下一个季度起，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
消当地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按照通知要求，2022 年 9 月至 11 月是机制发布以来的
首个评估期，地方政府可在 2022年 12月末根据当地新建住
房价格走势，自主调整自 2023 年 1 月起的首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业内人士称，鉴于政策刚刚公布，实际执行可能会有时
滞。不过，金融管理部门已给予地方政府调整权限，各城市
政府可于近期随时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情况调整首季度首
套房贷利率下限。购房者何时能享受到政策红利，取决于
各地政府何时落地政策、实施调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 年 11 月份，各线城市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一线城市同比涨幅回落、二三线
城市同比降势趋缓。

进一步深化前期政策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曾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发布通知，
符合条件的城市政府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阶段性维
持、下调或取消当地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当时，
不少符合条件的城市将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进行了
下调。

专家介绍，同样是给予地方政府调整权限，同样是以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走势为判断基础，此次发布
的政策明显是此前阶段性放宽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政策的延
续，但更是一种深化。

从“2022 年底前”阶段性放宽，到这次建立“动态调整
机制”，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与新建住房价格走势挂钩、动态
调整已成为一个长期机制被固定下来，这将是形成支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长效机制的重要一步。

动态评估将引导动态调整。根据通知，一旦后续评估
期内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 3 个月均上
涨，自下一个季度起，已经下调或取消利率下限的城市，要
恢复执行全国统一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下限。

释放支持刚需信号

此次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的通知明确，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这意
味着，只有首套房购房者有望享受到政策红利，支持刚性住
房需求的政策信号明显。

国家统计局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22 年 11 月 份 ，70 个
大中城市中，有 51 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下降。

去年 11 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出台金融支持房地产
16 条措施，其中明确提出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支
持各地在全国政策基础上，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合理确定当地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政策下限，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今年，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压力依然较大，迫切需
要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提振市场信心。日前召开的 2023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今年将落实金融支持
房地产 16条措施，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住不炒”政策基调不变的背景下，
重点鼓励刚需，遏制投机炒房，有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吴 雨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纠治“四风”任重道远，作风建设永不停歇。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

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党的二十大对抓作风、反
“四风”作出新部署，释放出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的鲜明信号。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突出问题、紧盯关键
节点，一刻不松、半步不退，以斗争精神抓作风、反“四风”，
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驰而不息纠驰而不息纠““四风四风””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9301 起，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理 13615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9179人……”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 2022 年
11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这已
是该数据连续第 111个月公布。

数据无声，却传递出清晰的信号——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毫
不松懈狠抓作风，坚持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对“四风”问题
露头就打、反复敲打。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既要抓“常”抓“长”，
也要抓“节点”、抓“考点”。

“湖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曹广晶违规收受礼
金，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
游安排问题”“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石门县
委原书记谭本仲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不顾
实际使用大额财政资金建设景观工程问题”……

2022 年 12 月 22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 10 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这些案例不难看出，
在持续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
识缺失，特权思想严重，不收敛不收手，花样翻新搞“四风”。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歇歇脚、松口气的想法。
紧盯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节日病”，抓住普遍发

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开展明察暗访、专项检查，对
典型案例通报曝光……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四风”问题新表现新动向，精准施治、久
久为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纪检监察机关将聚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以
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享乐奢靡问题露头就打，重点纠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
围长期坚持下去。

纾民困解民忧纾民困解民忧
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

“以前只是听说有高龄补贴，但不知道手续怎么办、去
哪里领补贴，在你们的督促下，社区同志主动找到我把手续
办好了。”

2022 年 12 月 20 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雪松社
区，刚刚领取了高龄补贴的八旬老人王大爷笑逐颜开。

据介绍，今年以来驻马店市纪委监委积极开展养老领
域专项治理，督促市民政局全面排查全市应享高龄补贴人
群数据，对全市 21万名 80岁以上老人逐月足额发放补贴。

群众期盼处，就是作风建设的发力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有什么

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问
题”，聚焦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深入推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

“8 月 30 日，7 月电费支出 7930 元；9 月 7 日，省级美丽
乡村奖补资金收入 10 万元……我们用手机一扫，就能查看
村里的收支情况。”2022 年 12 月 12 日，山东省莒县长岭镇
石井一村村民史安波在农闲间隙，又体验了一回“码上监督”。

“码上监督”是莒县纪委监委以农村“三资”监管为重点
打造的智能化监督新模式。村民只需用手机扫码登录平
台，就能查看村务公开情况，对有疑问的可以随时在线上反
映，有效地让监督直达群众“指尖”。

一年来，一个个案件、一次次整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只有营造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让群众切身感
受到新变化新气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
保、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损害群众利
益的突出问题，紧盯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
及深入推动“打伞破网”常态化机制化部署开展整治工作，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增进民生福祉。

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让铁纪让铁纪““长牙长牙”、”、发威发威

“从政治生态调研情况看，分管部门干部队伍建设总体
较好，多数部门班子和干部队伍干劲较足，但同时也一定程
度存在着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不够强等情况。”

“针对以上情况，向您提出几点建议：进一步督促分管
部门党组加强教育、加强管理；进一步督促部门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

这是近期吉林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与相关部门
“一把手”谈话的场景，也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化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做实做
细日常监督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
“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128.5万人次。其中，运
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 87万人次，占总人次的 67.7%；
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32.4万人次，占 25.2%。

可以看到，运用第一、二种形态处理人数占比仍然保持
在 90%以上，充分体现出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强化日常监督取得的显著成效。

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
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从扎紧制度的篱笆，以有纪可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
的有力行动，推动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浓厚氛围；到开展经
常性党纪教育，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动广大党
员真正把纪律严起来；再到把严的要求贯穿执纪监督全过
程，切实让铁纪“长牙”、发威，让干部醒悟、知止……纪律建
设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
纪法贯通，巩固发展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常态化成果，进一
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让纪律建设成
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和治本之策，努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新华社记者 黄 玥 孙少龙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全面从严治党启新程之“正风肃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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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记者 鲁 畅） 记者 6 日从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获悉 ，
2023 年，北京市将继续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全域禁放政
策。北京市烟花办将积极协调，会同各部门、各区政府，
采取“周密组织部署、强化宣传发动、严厉打击非法、全
面排查隐患、严格禁放看护”等工作措施，推进禁放管控
工作。

按照《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市五环
路以内（含五环路）区域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五环路以外区域，由区人民政府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
共利益的需要，划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
域。据介绍，2020 年以来，五环外各区结合禁放控制工
作实际，不断扩大禁放区域面积，陆续发布了区域禁放
通告，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北京市已实施全域禁放烟
花爆竹。

记者了解到，2022 年 9 月 28 日以来，北京警方展开
专项行动加强打击查缴非法烟花爆竹工作 ，查破案件
121 起，收缴非法烟花爆竹 3410 箱，处理 147 人（其中刑
事拘留 9人、治安拘留 114人、罚款 24人）。

北京市烟花办提示广大 市 民 ，积 极 支 持 北 京 市 烟
花 爆 竹 安 全 管 理 工 作 ，遵 守 禁 放 规 定 ，不 违 规 燃 放 烟
花 爆 竹（含 冷 烟 花 、儿 童 玩 具 烟 花），积 极 举 报 非 法 储
存 、运 输 和 销 售 烟 花 爆 竹 行 为 ，对 于 举 报 有 功 人 员 ，
公 安 机 关 将 按 照“ 每 箱 20 元 ，最 高 2 万 元 ”的 标 准 予
以奖励。

新华社北京 1月 6 日电（记者 王优玲） 记者 6 日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2022 年前 11 个月，全国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5.25 万个、876.01 万户，按小区数计开工率为
102.7%、按户数计开工率为 104.4%。

“面子”更靓，“里子”更实。据统计，去年 1 至 10 月，各
地在改造中，规整和更新改造水电气热信等老旧管线 5.16

万公里，加装电梯 1.23万部，增设停车位 61.96万个，电动汽
车充电桩 2.07万个。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对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
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需求日益强
烈。截至去年 10 月，全国累计实现加装电梯 6.1 万部，增设
养老、托育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 3.6万个。

过去十年来，全国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区超过 16 万
个，惠及居民超过 2800 万户。据住建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
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基本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约
21.9万个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记者 史竞男） 在中国书刊发
行业协会指导下，《2022 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6 日在
京发布。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
871 亿元，短视频电商零售图书码洋同比上升 42.86%，码洋
占比赶超实体书店，成为新书首发重要渠道。

该报告由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于图书零售市
场观测系统数据分析完成。据统计，2022 年图书零售市场
较 2021年同比下降 11.77%。从不同渠道零售图书市场看，
实体店渠道零售图书码洋同比下降 37.22%，平台电商同比
下降 16.06%，短视频电商实现正增长。从 2022年各类图书
的码洋构成看，少儿类是码洋比重最大的类别，且码洋比重
进一步上升；教辅类码洋比重位居第二，文学类码洋比重增
幅最大。

报告分析指出，出版行业作为以内容为核心的创意产
业，要实现出版繁荣不仅需要大量品种，还需要增强原创能
力。2022年，我国原创新书品种规模占比升高，文学类新书
中原创占比最高。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示，随着深化全
民阅读活动、推动实体书店进一步转型升级，以及政府主管
部门对书店扶持政策的逐渐扩大，相信 2023 年中国书业会
走出困难期，开创繁荣发展新局面。

1 月 6 日，在湖北省宣恩县兴隆老街，小朋友在兔
子 灯 饰 间 行 走 。 春 节 将 近 ，湖 北 省 恩 施 土 家 族 苗 族
自治州宣恩县在县城公园、广场、街巷等处安放数百
只造型可爱的兔子彩灯，营造迎接新春佳节的氛围。

新华社发 （宋 文 摄）

首套房贷利率政策“动态调整”如何看

1 月 6 日，在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车辆段太原轮轴车间，工作人员在检修轮轴。2023 年春运即
将到来，各地铁路部门工作人员连续奋战，对线路、车辆、设备等进行全面“体检”，保障春运铁路运输安全。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记者 罗 沙） 最高人民法
院 6 日举行的第二十二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提出，人民
法院要发挥法治对道德的保障作用，善于运用司法手段
推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
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

记者从会议获悉，10 年来，人民法院立足司法推动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实施民法典，制定修改
配套司法解释，妥善审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案件。加
强民生司法保障，审理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婚姻家庭、
社会保障等涉民生案件 3781.1万件。

据悉，10年来，人民法院坚守法治原则，遵循司法规
律，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坚持公正与效率
相协调，坚持专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兼顾国法天理人
情，切实纠正偏离人民立场、机械司法、就案办案等错误
做法。

会议指出，人民法院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扶”
“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法律和
道德风险，坚决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
伤谁有理”等“和稀泥”做法。

会 议 要 求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要 做 到 法 治 和 德 治 有 机
统一，既坚守法治精神、维护法治权威，又树立鲜明道
德 导 向 、弘 扬 美 德 义 行 ，把 法 治 和 德 治 统 一 于 司 法 理
念 、司 法 制 度 、司 法 实 践 之 中 。 要 强 化 道 德 对 法 治 的
支 撑 作 用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融 入 司 法 裁 判 ，发
挥 社 会 主 义 道 德 的 精 神 滋 养 作 用 ，使 人 民 信 赖 司 法 、
信仰法治。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记者 周 圆） 中国民航局局
长宋志勇 6 日表示，2023 年，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不断
优化调整、经济运行巩固回升，民航运输市场有望迎来显
著复苏。

宋志勇在当日召开的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表示，2022
年，民航协调争取并加快实施一揽子财税金融纾困政策，稳
住行业发展基本盘。行业全年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599.3 亿
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2.5 亿人次、货邮吞吐量 607.6 万吨，恢
复至 2019年的 46.3%、38.1%、80.7%。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22年，我国民航新建迁建 8个
机场，运输机场总数达到 254 个，通用机场 399 个。截至目
前，我国民航拥有运输飞机 4165 架、通用航空器 3177 架，
机场总设计容量达 15 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和成渝四大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初具雏形。与 100 个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双边航空运输协定。
宋志勇介绍，今年民航将鼓励大型骨干航空公司打造

枢纽间空中快线，鼓励中小航空公司专注支线市场，稳妥有
序恢复国际航空市场；拓展空铁联运服务；持续推进短途运
输、医疗救护、应急救援、无人机物流试点；强化综合枢纽机
场航空物流能效，促进航空货运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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