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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在稳步推进“住有所居”的同时，
保障房的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

作为北京首个集老年公租房和青
年公租房于一体的小区，燕保·汇鸿家
园周边配套相对薄弱。北京保障房中
心公租房一中心常营区域办事处和社
区携手，引入第三方设立了共享餐
厅。“以前，我们的工作重点在配租入
住，现在逐步向社区服务方面延伸。”
常营区域办事处主任杜海宾告诉记
者，从建设自行车棚，到维护绿化环
境，公租房小区品质同步提升。

深圳对住房建设与设计标准提出
明确要求：户型设计考虑居住需求多

样性，努力实现“美而精、精而实”。位
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赤湾地铁站城
市综合体项目将以精装房形式交付，
预计年底竣工。

“为让居民拎包入住，我们全部采
用绿色健康装修模式，室内装饰均使
用绿色环保材料。”中建深圳装饰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吕伟鹏介绍，施工中
利用公司自主研发的空气质量实时监
测机器人，实现全过程、可视化的室内
空气污染物管理。

保障性住房不仅要建好，还要服
务好。上海着力打造线上服务平台，
依托“随申办”APP开发了“我要租房”

应用，更好满足申请人当天申请、当天
完成审核并入住的办理要求。目前，
平台能够提供在线看房、选房、申请预
约、合同网签备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租金等多种功能。

王桢透露，上海今年还计划在保
障性租赁住房中打造一批宿舍型“新
时代城市建设管理者之家”示范项目，
为保障城市建设运行的一线务工人员
提供更多低租金、可负担的以“一张
床”为主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产品，首批
计划推出5000张床位，相关工作正在
积极推进中。

据《经济日报》

各地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应
更多市民实现住有所居

当前，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构建租购并举格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
正在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全面健全完善多层次供应体系，让更多
市民群众实现“住有所居”。

保障体系加快构建

今年年初，市民肖先生通过摇号，
获得入住西安市灞桥区希望里·时光
序公共租赁住房小区的资格，不久将
喜迁新居。近年来，西安市整合并建
立了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
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
体系。其中，已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139个项目、12.29万套（间）。

“今年上海住房工作重点是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同时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上海市房管局局长王桢介绍，

“十四五”期间，上海提出新增建设筹
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47 万套（间）以
上，达到同期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
40%以上。“十四五”的前两年，上海
已完成目标的一半以上。王桢表示，
在前两年基础上，今年上海计划安排
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7.5万
套（间）。

今年以来，深圳将“十四五”时期
建设和筹集保障性住房原目标 54 万
套（间）调整为不少于74万套（间），今
年计划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18.5万套
（间）。

不久前，北京保障房中心的“半年
报”显示，截至6月末，累计建设筹集
各类保障房17.64万套，代持政府产权
份额的共有产权房4.34万套，为20万
居民解决和改善了住房问题。

多方筹集住房用地

面对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如何
有效筹集住房用地，保障建设进度？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通过国有企
事业单位存量用地复合开发利用、城
中村改造、“非居改保”等路径，加快完
成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任务，缓解新
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截至
6 月底，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
约21.2万套，占深圳同期总量近三分
之一；累计开工项目 94 个，总建筑面
积约1433.3万平方米。

今年上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累计

完成新增土地储备6.34公顷，完成通州
小豆各庄村集租房项目等共计11个项
目；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房13691套。

北京保障房中心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经理吴东介绍，下半年还将加快
推动顺义区南法信等集租房以及房山
区集租房地块等项目土地收储；加快
推进晋元庄等保障房项目收购，加快
平各庄旧村改造等项目开工建设；同
时，持续推动优化公租房分配机制，缩
短去化周期，提高房源利用率；推动青
秀城、未山苑等老旧项目品质优化工

作，全面提升公租房运营品质。
西安市新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局长舒信寇说，该区对符合保障性租
赁住房规定的进行全面梳理，加快认
定手续办理，吃透政策、应纳尽纳。一
是鼓励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建
设、改建，二是鼓励企事业单位建设，
三是可由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比
如，位于西安火车站附近的东光花苑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面积为
14608.51 平方米，改造完工后可提供
房源327套，计划明年4月投入运营。

配套服务日益完善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王聿昊 周圆）8月13日，国家防总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防汛防台风专
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
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
情、灾情，视频调度天津、辽宁、重庆、
陕西等重点地区安排部署防汛防台风
工作。

会商指出，当前松花江干流部分
江段及支流拉林河等还处于超警状
态，海河流域洪水过程尚未结束，河北
文安滩里干渠决口封堵、天津茁头排
干渠防守正处于关键阶段。据预测，

今天东北、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仍有
较强降雨，局地对流性强。

会商强调，要充分认识江河洪
水防御的持久性、艰巨性，继续上足
巡查防守和应急抢险力量，科学查
险排险，加快堤防溃口堵复。要做
好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心理
疏导等，对具备返家条件的提前开
展房屋安全鉴定，确定安全后再组
织人员返回。要盯紧天气变化，加
密预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辽宁、
新疆和西南、西北等地要把握山洪
和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加大风险隐

患排查力度，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工
作；落实中小水库“三个责任人”，对
强降雨落区内的小型水库，立足极
端情形细致考虑抢险方案。同时，
要继续做好西安长安区山洪泥石流
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当前，国家防总维持对天津的
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北京、河北、吉
林、黑龙江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对辽宁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
应，工作组继续在天津、河北、辽宁、
吉林、黑龙江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
作。

今年入汛以来，一些地方出现极端降
雨过程，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给饮用水水
源环境监管带来新挑战。为此，生态环境
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汛期饮用水水源环
境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各地迅即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汛期
和退水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全力保障
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

《通知》提出三项工作要求。一是加强
饮用水水源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全面排查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及上游地区
的污染源，对可能影响饮用水安全的制药、
化工、制革、电镀、冶炼等重点行业、重点污
染源及危险废物、尾矿库和化学品等，强化
监督管理，指导督促有关单位采取有效措
施防范化解环境风险。二是强化饮用水水
源水质监测预警。针对存在风险隐患的水
源，要加密监测，及时掌握水质变化状况，
严防汛期跨界突发环境事件威胁供水安
全。三是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加强汛
期应急值守，保持通信畅通，关注雨情、水
情和可能影响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的情
况，及时研判分析并报告、通报信息。

据《光明日报》

生态环境部
加强汛期饮用水
水源环境监管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

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金融监管总局发文要求
加大保险预赔付力度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吴雨
李延霞）记者1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获悉，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向各监管局及
保险行业下发通知，要求各有关监管局指
导辖内保险公司结合受灾受损情况，分区
域、分险种、分行业、分步骤细化理赔举措，
力争一周内实现赔付及预赔付达 30%以
上、月底前车险达90%以上。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大
保险预赔付力度 着力做好防汛救灾保险
理赔工作的通知》指出，各单位要突出工作
重点、加大预赔力度。要着力提升低收入
群体、新市民、小微企业等被保险人的预赔
付比例。

通知提出，各有关监管局要指导保险
公司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汇报沟通，在省级
工作专班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尽快摸清保
险标的受灾受损及保险保障情况，及时获
取受灾受损证明文件，为赔付和预付赔款
打下坚实基础。

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深
入一线开展理赔调度，加大对受灾严重地
区的支持力度。通过在农险中运用无人机
等科技查勘手段、在车险中推行查勘定损
互认机制、在企财险中施行一企一策服务
政策等，不断优化理赔服务模式，实现能赔
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此外，金融监管总局要求各有关监管
局持续加强理赔进展督促、做好投诉举报
受理。保险业协会要研究制定大灾理赔标
准、建立大灾预赔机制，各单位要协同一致
有效发挥保险灾害“减震器”和社会“稳定
器”的功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