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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问百答十九大精神

68.为什么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为住房制度改革指明了
方向、路径、目标。

第一，顺应了住房领域需求变化。“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住房领域表现尤
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开始改革以来，人
民群众住房条件大为改观，但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
显，解决住房问题必须直面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居住条件。顺应群众住房
需求变化，住房制度覆盖面将从局部转向全部，改革
重心将从保障困难群体有房可住转向全体人民住得
更好。这就要求住房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需
要同频，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引导住房需求合理分
布；与规划、公共服务制度等改革共振，优化城市空
间结构，均衡配置公共资源，统筹解决群众住房及衍
生需求。

第二，标志着住房供应保障体系更加多元。从
供给侧看，市场主要提供商品住房和租赁住房，重点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进“租售同权”；政府主要提供
共有产权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改安置住房等保障
性住房，完善准入退出机制，共同构成覆盖不同群
体、相互衔接、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制。从
需求侧看，政府通过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差别化信
贷政策等手段支持群众市场化住房的合理需求，通
过实物配租、货币补助等方式满足保障性住房的基
本需求，通过打击首付贷、改革房地产税等手段抑制
投机行为。

第三，意味着调控手段更加强调综合施策。
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行政和经济手段都应聚
焦这一基本导向。土地供应制度方面，要完善土
地供给方式，合理确定土地供给规模，有效控制
土地价格；金融财税政策方面，要综合运用货币、
信贷、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政策，平衡好房地产
产业与其他行业资金配置，加强对房地产开发、
交易和持有环节的财税调节，引导合理开发、合
理消费；市场监管方面，要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
业、中介机构的管理，推动企业诚实守信、依法经
营，确保信息全面准确真实公开，建立评价预警
机制，实现对住房供给交易的动态监测、科学研
判、有效调节。

（摘编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2018 洛阳市涧西区大型招聘会近日在洛阳国
家大学科技园举行。

此次公益性招聘会由涧西区政府、洛阳市先进
制造业集聚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参加招聘的洛阳尖
端技术研究院、中铁隧道集团等170多家企业，提供
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涉及智能装备、软件信息服
务、教育培训、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行业，吸引了
4000多名求职者前来应聘。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常志勇 摄

涧西区举办大型招聘会

近日，中国一拖组织102个三夏服务分队、26个
机动服务队奔赴各地，标志着2018年东方红三夏麦
收服务活动正式开始。

为保障用户顺利进行三夏生产，今年，中国
一拖作出“6 小时到位”“12 小时修复”的服务承
诺，在全国设立了 24 个备件中心库和 5 个流动备
件车，确保农机配件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三夏生产
一线。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陶建华 宋贤敏 摄

一拖三夏服务队启程

昨日，国机重工（洛阳）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15台国内最大吨位非公路矿用自卸车陆续下线，即将批量交付用户。
该型矿用自卸车标准承载达93吨，为目前国内最大吨位宽体非公路自卸车，是国机重工（洛阳）公司今年最新

研发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港口矿物转场或道路平坦施工区域短途运输作业。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肖丽明 摄

国内最大吨位
非公路矿用自卸车在洛下线

“穷不能懒，勤自然富。”这是郭亚歌
挂在嘴边的话。他，也是这么做的。

见到郭亚歌时，这个敦实的汉子正在
操作铲车平整工地。郭亚歌，37岁，栾川
县庙子镇山湾村人。前些年，年轻力壮的
他却患上了心脏疾病，加上两个孩子上
学，一家人的日子捉襟见肘。

人穷志不短，手更不能懒。得益于
党的扶贫政策，郭亚歌身兼护林员、巡河
员，加上光伏扶贫分红，一年能有 2 万元
收入。

郭亚歌实诚肯干，无论刮风下雨，每天
巡河、护林从不耽搁。巡河、护林靠的是脚
力，他几乎每个月都要穿坏一双鞋子。

有一次，郭亚歌巡山时不慎摔倒扭伤

脚脖不能动弹，然而，隔了一天，他便要拄
着棍去巡河、护林。“一天不去，河就不流
了，树就不长了？”面对妻子的责备之意和
关切之情，郭亚歌仍执意出了门。“政策给
了咱，岗位给了咱，咱就不能懒。要是躺
在政策温床上睡大觉，真对不起自己的良
心。”郭亚歌总是说。

巡山、护林不是一看了之，森林防火、
防止盗伐、清洁河道、防溺水宣教都是分
内之事。为了干好工作，他得空就学习充
电，成了政策“百事通”。

公益性岗位的收入，虽然让郭亚歌不
再为家庭日常开销发愁，但距离小康之家
还有距离。所以，隔三岔五，哪里需要零
工，他都答应得利索。

郭亚歌腿脚勤快、眼里有活、吃苦肯
干，大家都看在眼里。一个偶然的机会，
帮扶干部得知他学过铲车驾驶，只是苦于
缺少本钱，导致一身技艺无用武之地。很
快，郭亚歌就在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支持
下，贷款3万元，加上亲戚朋友“赞助”，购
买了一台二手铲车。

手有“金刚钻”，揽得“瓷器活儿”。郭
亚歌的干劲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十里八

村哪里有工程，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前些日子，为了赶工赚钱，郭亚歌从

下午3点一直干到次日上午9点。“回家倒
头就睡，醒来，媳妇专门做了一顿好饭菜
犒劳自己。”郭亚歌眉宇间写满了幸福。

“去年收入有多少？”
面对询问，郭亚歌咧嘴一笑：“还清了

贷款，还摘掉了穷帽。”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杜林波

栾川县庙子镇山湾村脱贫户郭亚歌——

“穷不能懒，勤自然富”

我市将采取增加贷款投放额度等措施，持续推进金融扶贫体系建设

多措并举，打好金融扶贫“组合拳”
21日，我市召开第二季度全市金融扶贫工作推进会，总结

讲评第一季度金融扶贫工作，对第二季度工作进行部署。
今年以来，我市金融扶贫工作实现长足发展，截至3月底，

全市金融扶贫贷款余额为57.7亿元，较年初增长129%。作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手段，发展金融扶贫一直是我市的重点
工作。下一步，我市将采取增加贷款投放额度、出台相关指导意
见等措施，持续推进金融扶贫体系建设。

昨日，在位于汝阳县刘店镇红里村的佳嘉乐食用菌种植基
地，工人们正在打卡上班。高大仓房里的一根根菌棒，是他们脱
贫致富的希望。

“一个月能拿两千块，又在家门口上班，方便得很。”该村3
组村民范小霞高兴地说。

作为我市金融扶贫试点项目之一，2016年7月，汝阳县人
民政府与洛阳佳嘉乐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计划投资5.5亿
元，在汝阳县合作建设汝阳县食用菌扶贫分布式基地项目。根
据协议，该项目将建设100个分布式食用菌种植基地1000个四
季生产的恒温香菇大棚，总占地面积2000亩。

佳嘉乐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通常情况下，通过直接
务工的方式，10个标准恒温大棚就可为周边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不少于25个工作岗位。按照每个岗位月平均工资不低于2000
元、每年提供的务工时间不少于10个月计算，该项目所建的1000
个标准恒温大棚，可以带动2500户9000人左右实现稳定脱贫。

金融是产业的血液，金融扶贫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为我市扶贫
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入了强大动力。

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季度，我市
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共计5亿元，向全市
法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 4.23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金融扶贫工
作。目前，扶贫再贷款已覆盖所有贫困县和非贫困县，金融机构
使用人民银行再贷款余额27亿元，使用量居全省前列。

同时，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
和服务方式创新力度，以人民银行再贷款为龙头，推出“脱贫助力
贷”“美丽乡村贷”“能人帮扶贷”等多种信贷产品，加大对产业扶
贫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支持力度，金融扶贫精准度进一步提高。

“信贷+信用”——普惠金融的这一新模式，为贫
困地区带来希望。

在农村，农民因为缺乏有效的抵押物，普遍存在
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我市鼓励金融机构发放信用
贷款，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帮助农民创业致富。

今年以来，我市把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信用体
系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使金融扶贫更加
精准有效。

据统计，截至第一季度末，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
支行累计对69个村13.4万户农户进行普惠授信，授
信总额 41.7 亿元，其中向 3362 户贫困户授信 7.1 亿
元；已发放贷款1.7亿元，其中向1020户贫困户发放
贷款8668万元。

此外，该行不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金融
扶贫提供坚实保障，通过积极开展“信用村、信用户、
信用乡镇”创建和评定工作，为全面开展“信贷+信
用”普惠金融工作打好基础。

截至目前，该行已征集、保存我市105.2万户农
户信用信息，其中包含 12.3 万户贫困户信用信息。
依托系统的评价功能，各县（市）政府组织开展“信用

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活动，已创建“信用乡镇”
11个、“信用村”302个、“信用户”34.7万户。目前，洛
阳各县（市）已完成了所有贫困户、贫困村的信用评价
工作。

创新财政资金的投入机制，也为扶贫资金贷款的
运用建立了保障机制。

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截至4月28 日，全市风险
补偿资金池规模为2.41亿元，其中6个贫困县资金池
达1.95亿元。

实行财政贴息政策。在脱贫攻坚期内，对符合条
件的贫困户5万元以下、期限3年以内的扶贫小额信
用贷款，县级财政统筹整合中央、省、市、县财政扶贫
资金，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全额贴息，做到应
贴尽贴；对带贫企业发放的扶贫小额贷款，县级财政
根据带贫企业带动贫困户数相对应的额度，按照年利
率2%进行贴息。截至4月28日，全市拨付小额信贷
财政贴息资金163.1万元。

积极推进设立小额信贷临时周转金。截至4月
28日，伊川县、汝阳县、栾川县已设立临时周转金共
计200万元。

今年以来，我市金融扶贫工作步稳蹄疾，在各金
融机构不断扩大银行信贷规模、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实行财政贴息政策、建立担保费补助机制的同时，持
续促进金融扶贫体系建设。

据统计，今年在全市金融精准扶贫方面，截至3
月末，洛阳辖区金融扶贫贷款余额 57.7 亿元，较年
初增长 129％；在扶贫小额信贷方面，截至 4 月末，
全市当月新增扶贫小额信贷 1.4 亿元，涉及贷款户
4130户。

今年目标已定：扶贫小额信贷的累计户获贷率确
保突破50%，争取突破60%，当年累计投放金额确保
达到13.6亿元，争取达到20亿元。

相关贷款的投放额度将进一步增加。下一步，
人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将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增
强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资金实力，支持金融扶
贫。第二季度拟投放各类再贷款不低于 5 亿元、再
贴现不低于2亿元。

本报记者 陈曦

引进龙头企业，金融扶贫取得实效

聚焦“三位一体”，实现精准金融扶贫

确定今年目标，持续推进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