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普遍调整基础上，再适当提高下列
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年满70周岁的高龄退休人员，分年龄段按
以下标准每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年
满 70 周岁不满 75 周岁 25 元；年满 75 周岁
不满 80 周岁 30 元；年满 80 周岁不满 85 周
岁40元；年满85周岁不满90周岁50元；年
满90周岁60元。退休人员的年龄计算，以
批准退休时确定的出生时间为准。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在按以
上规定调整后达不到所在省辖市、济源示范
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补
足到所在省辖市、济源示范区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

适当倾斜第3种

调整范围内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35元。

定额调整第1种

调整范围内的退休人员，先按本人缴费
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折算工龄）每满
1年每月增加1.2元（缴费年限不满1年的按
1年计算、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按15年计
算）；在上述基础上，每月再按本人2022年
12月份基本养老金（统筹项目内部分，企业
退休人员不含取暖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不含职业年金）的1.1％计算增加。

挂钩调整第2种

三
种
调
整
方
法

啥时候发到位C ？

调整范围都有谁？A

按规定，要确保调整增加的基本养
老金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发放到位。
同时，要通过扩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面、加强基金收支管理等措施，提高基
金支付能力，确保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不得发生拖欠。

从2023年1月1日起，为2022年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增加基本
养老金（含退职人员，不含新中国成立前
参加革命工作并符合原劳动人事部劳人
险〔1983〕3号文件规定的退休工人）。

调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列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从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未参加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整所需资金由原渠
道解决。

同时，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调
整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按职工退休时基
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各占基本养
老金的比例，分别从统筹基金和个人账
户余额中列支；个人账户余额为零时，全
部从统筹基金中列支。

资金从哪儿来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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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7月10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省人社厅、财政厅共同印发《关于2023年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从2023年1月1日起，我省退休人员养老
金再次上涨，7月31日前发放到位。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0日发布
通知，将此前公布的支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两项金融政策进行调整，
适用期限统一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举旨在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对房地产企业
存量融资展期，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22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
联合推出16条金融举措，从保持房地产融
资平稳有序、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
配合做好受困房企风险处置、加大住房租
赁金融支持等方面，明确了支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金
融十六条”发布实施后，对保持房地产融
资合理适度、推动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
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

果。“综合考虑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为
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对房地产企业存量融
资展期，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金融管理
部门延长了有关政策适用期限。”

记者发现，延期政策集中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
量融资合理展期的政策，另一方面是鼓
励金融机构提供保交楼配套融资支持的
政策。

在存量融资展期方面，原政策规定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未来半年内到期
的，可以允许超出原规定多展期1年”。
此次政策调整后，“2024年12月31日前
到期的，可以允许超出原规定多展期 1
年”，这对于不少房企来说是个利好消
息，有助于缓解房企资金压力，改善房地
产行业融资环境。同时，这也有利于金
融机构化解存量贷款风险。

另外，原政策规定“自本通知印发之
日起半年内，向专项借款支持项目发放
的配套融资，在贷款期限内不下调风险
分类；对债务新老划断后的承贷主体按
照合格借款主体管理。对于新发放的配
套融资形成不良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已
尽职的，可予免责”。此次调整后，适用
期限也延至2024年12月31日前。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延期有助于打
消金融机构对房企新发放配套融资的部
分顾虑，为房企提供适度宽松的融资环
境，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对房企提供持
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此外，记者还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
到，本该在2023年3月31日到期的保交
楼贷款支持计划已确认延续实施。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金融管理
部门针对房企融资问题出台一系列举

措，从存量和增量入手，加大贷款、债券、
资管等多渠道融资支持力度，保持优质
房企融资性现金流稳定，有助于引导优
质房企资产负债表回归安全区间，推动
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期
召开的2023年第二季度例会提出，因城
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扎实
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完
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推动建立房
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各
金融机构应按照要求切实抓好落实，因
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
持房地产融资合理适度，加大保交楼金
融支持，推动行业风险市场化出清，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延长两项金融政策
持续稳定支持房企

两部门发布通知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中央网信办 10 日通
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加强“自媒
体”管理，明确网站平台应当及时发现并严格处置

“自媒体”违规行为，对制作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
事件或矩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
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账号
数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有效防止“自媒体”假
冒仿冒行为，对账号信息中含有党政军机关、新闻媒
体、行政区划名称或标识的，必须人工审核；应当严
格核验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
内容生产的“自媒体”，并在账号主页展示认证材料
名称，加注所属领域标签。

通知明确，“自媒体”在发布涉及国内外时事、公
共政策、社会事件等相关信息时，网站平台应当要求
其准确标注信息来源；使用自行拍摄的图片、视频
的，需逐一标注拍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使用技
术生成的图片、视频的，需明确标注系技术生成；引
用旧闻旧事的，必须明确说明当时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

通知指出，“自媒体”发布信息不得无中生有，不
得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得以拼凑剪辑、合成伪造
等方式，影响信息真实性；“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
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
式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鼓励网站平台对存在争议
的信息标记争议标签，并对相关信息限流。

通知要求，涉公共政策、社会民生、重大突发事
件等领域谣言，网站平台应当及时标记谣言标签，在
特定谣言搜索呈现页面置顶辟谣信息，运用算法推荐
方式提高辟谣信息触达率，提升辟谣效果；网站平台
应当要求“自媒体”不得集纳负面信息、翻炒旧闻旧
事、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消费灾难事故，不得以防止失
联、提前关注、故留悬念等方式，诱导用户关注其他
账号；对打造低俗人设、违背公序良俗网红形象，多
账号联动蹭炒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恶意营销等的“自
媒体”，网站平台应当取消或不得赋予其营利权限。

通知明确，对频繁蹭炒社会热点事件博取关注
的“自媒体”，永久禁止新增粉丝，情节严重的，清空
全量粉丝，网站平台不得提供粉丝数量转移服务；网
站平台应当健全MCN机构管理制度，对MCN机构
及其签约账号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发布谣言造成恶劣影响
一律予以关闭

中央网信办加强“自媒体”管理涨了！我省上调退休人员养老金
7月31日前发放到位

据《郑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