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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何 珂

新年买买买，一些年轻人会使用分期付款；

看“春节档”电影，不少人会使用信用卡埋单；春

暖 花 开 ，打 算 装 修 新 家 ，一 些 人 会 选 择“ 装 修

贷”……近年来，金融机构围绕百姓需求不断创

新产品、优化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

消费金融主要是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

等为满足消费者日常开销提供的金融服务，如

消费信贷、信用卡业务、分期服务等。一些互

联网平台提供的消费借贷产品也属于消费金

融的一部分。近年来，消费金融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产品日益丰富，服务覆盖面拓宽，为方便

百姓购物、助力消费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银

保监会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超

10 亿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

求。其中，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因此，金融要加大力度支持促消费、扩内需，不

断优化消费金融产品服务，鼓励新能源汽车、

绿 色 家 电 等 大 宗 商 品 消 费 ，促 进 居 住 消 费 提

升，为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提供信贷支持和保

险保障。

让消费金融更好拉动“购物车”，要根据消

费市场的发展规律来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以

问题为导向，深化消费领域的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近年来，消费不断呈现新特点、新趋

势，金融机构需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应消

费升级和变化发展的需要，通过确定合理的信

贷条件，加强对消费的信贷支持，推出多样化

的信贷产品和服务。眼下，夜间经济、首店经

济等消费新场景涌现，金融机构提供要结合消

费需求，提供更多直达消费场景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借助更精准的客户画像，为不同目标客

群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消费金融支持，并持

续做好对新市民群体的金融服务等。

让消费金融更好拉动“购物车”，还要不断

优化金融消费环境，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银行保险机构消

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等文件相继发布，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协调工作机制逐步构建，金融

营销宣传行为持续规范，监督检查效能不断强

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框架基本建立。

未来，期待有更健全的制度和有力的监管，来营

造更好的金融消费环境。同时，金融管理部门、

金融机构可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知识宣介活

动，增强百姓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的意识

和能力。多措并举，让金融消费者享受到更加

便捷、舒心的消费环境。

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引导银行业

保 险 业 把 支 持 恢 复 和 扩 大 消 费 摆 在 优 先 位

置。在做好金融风险防控的前提之下，期待有

更多的创新，更优的环境，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对金融产品服务多元化需求等，更好地释放消

费潜力。

让消费金融更好拉动“购物车”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本报通讯员 黄庆松

1 月初，在巢湖市柘皋镇汪桥村菌粮轮作循

环农业创新试点园平菇简易大棚，一股股温暖而

又清新的菌香味扑鼻而来，棚内排列着一列列整

齐的菌棒，每个菌棒上都长出朵朵如云般的平

菇，3名汪桥村村民正在棚内忙碌着。

当前，正是大棚平菇上市之季。汪桥村菌粮

轮作循环农业创新试点园培植的平菇也迎来了

首茬采收。

“你看看，这蘑菇长势一层盖一层，肉质厚

实 ，看 着 就 欢 喜 。”蘑 菇 采 摘 工 刘 芳 一 边 忙 着

采 摘 ，一 边 介 绍 说 ，“ 这 些 刚 采 摘 的 蘑 菇 ，几 个

小时后就要配送到巢湖市区商超销售，在配送

前喷上一层雾水，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蘑菇的新

鲜度。”

室外阳光和煦，创新试点园管理人员雷经保

正手动摇动平菇简易大棚放风手柄，为每个大棚

蘑菇放风。“平菇培植技术含量很高，特别是要控

制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防风就是要保持温度和湿

度，温度过低蘑菇就停止生长，既要每天喷洒一

次水保持湿度，还要注意通风，有利于蘑菇增加

营养。”雷经保说。

汪桥村菌粮轮作循环农业创新试点园位于

柘皋镇汪桥村的食用菌产业园。冬季栽培平菇，

废弃菌渣沤肥还田，夏季种植玉米，这样的“菌粮

轮作”、循环往复，可持续发展，可有效推动村集

体经济发展，探索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今年

1 月起，创新试点园首批蘑菇正式出菇并直供巢

湖市区商场超市。

目前，汪桥村食用菌产业园一期项目占地 50
亩，其中，村招商引资入驻企业租赁经营 40亩，建

设现代化阳光温室大棚 20 栋，常年生产平菇、茶

树菇、羊肚菌、猪肚菌、黑皮鸡枞菌以及牛角椒、

黄瓜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自主经营的菌粮轮作

循环农业创新试点园，订单化生产平菇 10 万棒、

年产平菇 20万斤，并联合招商引资入驻企业签约

商超，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创收约 50 万元，带动

村及周边 10余名村民入驻务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在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汪桥村党总支副

书记周婷婷说。

汪桥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

柳书节表示，下一步，汪桥村将积极申报菌粮轮

作产业振兴项目，实现增点扩面，示范带动农业

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普通农户种植食用

菌，依托龙头企业建设“食用菌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努力将食用菌产业打造成为汪桥村主导产

业，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菌粮轮作”
助农增收

■ 本报通讯员 徐罕 本报记者 范克龙

“这片小麦长势均匀，目前天气还比较冷，要

把排水搞好，保持排水畅通，另外还要施好拔节

肥，保持麦苗稳健生长。”在望江县华阳镇磨盘村

外的麦田里，农技专家姚大勇和种植大户蒯家华

正在查看苗情，绿油油的麦苗生机勃勃，两个人

聊得火热。

望 江 县 加 强 农 技 服 务 ，春 节 刚 过 ，农 技 人

员便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开展“一对一”技术

指 导 ，将 农 技 服 务 送 上 门 ，帮 助 农 户 解 决 生 产

困难。

“今天农技专家上门技术指导，讲解了小麦

的田管技术，让我受益匪浅，我有信心把小麦种

好，今年再获个好收成。”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

蒯家华操作无人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为小麦喷洒

化肥。

2022 年，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蒯家华种植

的 600 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 640 斤，粮价可

观。种粮赚到了钱，他对科学种田的信心越来越

足。“党的政策好，我去年将承包的 600 多亩土地

全部种上了小麦，从种植到收割，技术人员和我

紧密联系，实地把脉，为小麦病虫害防治做好贴

心服务，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

“好收成，得益于好政策、好品种、好技术、好

服务。”磨盘村党总支书记刘为政介绍，从 2022年

开始，该村就建立起各项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积

极拓宽服务渠道，推广良种良法，保障收割及时，

降低调配成本，全方位做好一站式销售服务，保

障了小麦颗粒归仓。

粮食丰产稳产离不开科技支撑。望江县是全

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今年该县冬小麦种植面积增

加了 8000亩，冬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17.2万亩。入

春以来，望江县深入落实“两强一增”行动，加强农

技服务，组建了种植、畜牧、水产、农机等 4个专家

组，动员全县 200余名农业技术人员分赴乡镇，深

入田间地头和农业经营主体，指导农民科学有序

地开展春季农业生产，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

力粮食稳产农民增收。

农技到田
稳粮增产

·经济快评·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加快推进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解决居民
爬楼烦恼

海棠花园是合肥市庐阳区的一个老小

区，平均房龄超过 20 年，房子基本都是楼梯

房。2019年以来，该小区业主陆续启动加装

电梯工作，楼梯房变成了电梯房。

“70 多岁了，每天拎着菜篮子爬楼真吃

不消。”年过七旬的汤瑞勇已经在该小区居

住了 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家住在 5楼，以

前上下楼梯很不方便，特别是老年人更不方

便。加装了电梯以后，再也不用爬楼梯了，

出门送孩子、买菜方便多了。据了解，海棠

花园小区共有 64 个单元楼，目前已加装电

梯 45部。

近年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问题越来越

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中老年住户，因居住

在无电梯的楼房中，对加装电梯的愿望更为

迫切，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2019
年，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首次列入合肥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事项，合肥市积极推动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2019年以来，合肥市既有住

宅已经加装电梯 1166 部，居民自筹资金超

52243万元，享受财政补助资金 11240万元，

惠 及 472 个 住 宅 小 区 、913 栋 、13674 户 、

40128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明

显提升。

近日，《合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

施意见》出台，加大政策调整力度，规范完善

体制机制，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进一步推动既

有住宅加装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实施。

特别是新规明确扩大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范围，从市内城区拓展到四县一市，以 20
万元/台的标准予以事后补助。

合肥市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

主任王成方表示，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对于完善住宅功能，改善居住条件，方便

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出行，提高群众生活质

量，有着重要意义。此次新规出台是进一步

增强加装电梯工程规范性、有序性和高效性

的现实需要，有利于巩固提升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惠民成效。

加装电梯有规可
依，推进加装工作规范
高效实施

哪些既有住宅可以加装电梯？《实施意

见》明确，加装电梯的既有住宅需同时满足

4 个条件：具有合法的房屋权属证明；5年内

未列入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范围和

计划；已建成投入使用的 4 层以上（含 4 层）

无电梯住宅；满足建筑物结构安全、消防安

全等有关规范要求。

加装电梯由谁来申请？明确加装电梯

工作实行“业主自主”原则，加装电梯可以所

在住宅小区、幢或单元为单位提出申请。其

中，以小区为单位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为该

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组

织；以幢或单元为单位申请的，申请人应当

为 该 幢 或 单 元 内 同 意 加 装 电 梯 的 相 关 业

主。为便于操作，规定申请人可书面委托代

理人办理加装电梯的相关手续。申请人可

以在本小区、本幢或本单元中推选 1 名业主

代表为代理人，也可以选择原产权单位、业

主委员会或具有设计、施工、监理资质的单

位等作为代理人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为兼顾少数人的利益，明确业主就加装

电梯方案和电梯维护管理等有关问题进行

充分协商。申请人或代理人应当征求本小

区、本幢或本单元全体业主意见，经本小区、

本幢或本单元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

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建筑物专

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后，签订电

梯加装项目书面意向书。未达到规定比例

的，不得安装。

加装电梯的资金从哪里来？加装电梯

所需资金由共同出资的业主协商约定。具

体费用由业主根据所在楼层等因素协商分

摊，共同出资解决。加装电梯的出资业主可

以按照规定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为缓解

资金筹措难问题，市、县（市、区）（含开发区，

下同）两级财政对非单一产权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以事后补助的形式，按 20 万元/台予以

补贴，市、县（市、区）财政各承担 50%。

如何加强电梯的后续管理？《实施意见》

也进一步明确。申请人是加装电梯日常运

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协商约定 1 名业主作

为电梯日常使用管理者，履行管理义务，其

他申请人共同承担安全管理责任。未确定

日常使用管理者的电梯不得使用。申请人

也可委托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其他管理人或

经协商确定的实际负责人依法履行电梯安

全使用管理义务。对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

理的，加装的电梯应当纳入物业服务内容。

申请人应与被委托人签订委托协议，协商确

定服务费用标准并支付服务费。

打通协商难、审批
难等堵点，破解小区居
民上楼难题

老房子加装电梯虽然是件好事，但很多

小区加装电梯并没有那么顺利，业主意见不

统一、加装费用筹措等问题仍是难啃的“硬

骨头”。

“加装电梯并不是所有业主都同意，刚

开始一二楼的业主就不同意。”汤瑞勇告诉

记者，加装电梯，不同楼层有不同诉求，众口

难调。“一部电梯装下来要 60 多万元，政府

补贴 20 万元，剩下的业主按比例分摊。我

们通过内部协商，相应地给低楼层的业主一

些补贴，社区也积极协调各方矛盾，推动问

题解决。”

“老旧小区住户对增设电梯的态度，大

体上是高层住户愿望迫切；中层住户需求不

强，不愿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而低层住户

因顾虑噪音、采光、日照、通风等影响，基本

持否定态度。”在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城建科宋晓东看来，要想协调好大家

的利益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王成方表示，针对在加梯过程中出现的

部分低层住户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按照相

关规定，遵循“业主自愿、充分协商”的原则，

因地制宜，扎实做好协调工作。探索引导业

主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协议补偿、社

居委调解等方式，解决因加装电梯对低层通

风、采光、日照等造成的影响。

其次，加装电梯，涉及住建、市场监管、

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城管、林园、消防等

多个部门，行政审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同

时，还需要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社居委

协调矛盾、管控安全生产等，还涉及供水、供

电、燃气、暖气、通信、网络等管线及其他配

套设施的现场踏勘、迁移改造等工作，千头

万绪。

“审批设计多个部门，光靠业主跑不过

来，而且加装电梯目前没有上位法支撑。为

简化审批程序，一般是由住建部门牵头，组

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审查。”宋晓东说。

根据《实施意见》，首先申请人书面向辖

区住建部门提出加装电梯申请，并提交相关

材料。辖区住建部门应于书面申请材料受

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牵头组织自然资

源和规划、财政、市场监管、城管、消防、林

园、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以及有关管线单

位等对加装电梯协议及相关方案进行联合

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通过联合审查后，申

请人应委托设计单位按加建建筑物工程出

具设计图纸。施工图经有资质的图审机构

审查后，报辖区住建部门备案方可施工。

近年来，我省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缓解小区居民

上楼难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会同发

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 (规划)等部门，谋划

高质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鼓励各

地持续加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完善住宅使

用功能，解决居民上楼难问题。支持各地进

一步完善加装电梯支持政策，鼓励推进加装

电梯相关立法。

加装电梯在提速

近日，合肥市出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新规，加
装电梯范围从市内城区扩大到四县一市，以 20万
元/台的标准予以事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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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合 肥 市 海

棠花园小区，一栋

住 宅 加 装 了 新 电

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