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城重庆，停车场用地非常有限，停车矛盾突出。近年来，重庆市在老小区、老
校区、老医院、老商圈等区域持续发力，探索通过小微停车场解决停车难问题。不
仅极大缓解了部分区域停车问题，同时带动城市管理综合整治，盘活了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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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来街道办事，有时候找停车
地方就要花去大半个小时。现在有了
小微停车场，实在太方便了！”9月4日
上午，在位于重庆大渡口区跃进村街
道旁的重钢六段停车场内，刚停好车
的居民黄女士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重庆市在老小区、老校
区、老医院、老商圈等区域持续发力，
探索通过小微停车场解决停车难问
题。目前已建成小微停车场550余座，
新增停车位3.4万余个，不仅极大缓解
了部分区域停车问题，同时带动城市
管理综合整治，盘活了土地资源。

力争达到停车资源使用最优

“重庆山高坡陡，停车场的用地非
常有限，在车位用地增量有限的情况
下，‘盘活’乃是重中之重。”重庆市城
市管理局道桥管理处处长曹阳说，不
同于商业停车场或者大型的公共停车
场，小微停车场主要利用部分城市零
星用地、闲置用地、桥下空间等地块建
设。不需要新征用地，而是通过提高
土地利用率，拓展停车位增量。

据曹阳介绍，年初重庆在全市范
围开展了停车设施基础信息普查工
作，一方面摸清设施底数基数，另一方
面收集停车设施时间、空间使用情况
基础数据，并结合人口流动分布，初步
识别出20个重点停车难区域。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停车管理事务

中心副主任田仁庆表示，各区县也结
合实际，建立动态闲置土地资源台账、
征集群众关于停车场建设的“心愿清
单”，“一账一单”相互对应，把小微停
车场建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梳理，重庆
明确了小微停车场建设的发力方向：
贴合民生需求，利用空地废地边角地
改造，挖掘潜在停车资源。同时，通过
与轨道交通发展融合、进行“P+R”停
车换乘试点、发布共享车位数字地图
等，提高停车位利用效率，力争达到停
车资源使用最优。

让老旧社区停车不再难

重庆九龙坡五台山社区九杨兴村
片区居民楼，建于20世纪90年代末，停
车位匮乏，停车乱、停车难矛盾十分突
出。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负
责人表示，这里过去是老工业企业聚
集区，社区内的诸多道路系原老工厂
内部道路，加上社区存有许多老旧楼
栋，并未配建停车位，停车难、出行难
成了附近群众的“心病”。

近两年来，为解决停车难问题，公
安、城管、住建委等多部门联通，打响
了一场打通“民生堵点”的攻坚战。

九龙坡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在一
次普查工作中，发现有一闲置地块可
以建设小微停车场。随即，平整路面、
重新划设标线、安装阻车器等一系列
工作开始进行。如今，这块闲置土地
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小微停车场。

小微停车场要建好更要管好用
好。与大型停车设施相比，小微停车

场规模小、分布分散，管理难度
大。在建设小微停车场的过程中，
重庆通过智慧赋能，破解空间小、
管理难等问题。

在重庆沙坪坝区开发区一处
小微停车场，记者看到，即使到了

晚上也没有工作人员值守，扫描二维
码，车主自助办理缴费等服务。为让
市民停车更加方便实惠，重庆不少小
微停车场都配套有智慧停车设施、充
电桩及无障碍车位，在提升小微停车
场效能、方便广大司机朋友出行的同
时，也降低了运营成本。

是停车场更是城市风景线

“以前开车出行，停车是老大难，
现在好多了，可以说是小而美！”采访
中，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鹅公岩社区
居民刘学梁这样对记者感叹道。

今年，小微停车场建设已连续两
年被纳入重庆市重点民生实事。见缝
插针解决市民难题，小微停车场的建
设迈出了城市治理的一小步，更是便
民惠民的一大步。

近年来，重庆的小微停车场建设
已经初见成效。记者在九龙坡五台山
社区看到，经过整治，这里的道路变得
顺畅起来，车辆行人各行其道，沿途不
再有乱停乱放的行为堵塞正常交通，
车辆行停井然有序，消防通道、医疗通
道、出警通道畅通无阻。

随着相关工作的推进，重庆的小
微停车场建设不仅着眼于拓展停车位
资源，同时也开始瞄准以停车场建设
带动城市管理综合整治。

在重庆江津浒溪公园，有一座既
有“里子”又有“面子”的小微停车场。
该停车场共设置了 35 个停车泊位，紧
邻公园健身步道、烟雨剧场，为市民游
玩停车提供极大便利。

这处停车场除了方便市民停车，
还非常注重景观设计。春季杏花开满
树，夏季大树能遮阴，秋季桂花飘香沁
人心脾，冬季草木苍翠绿意盎然，形成
了绿树成荫、四季有景的景观效果，增
添了城市颜值。

据《工人日报》

新华社北京9月 7日电（记者 吴
雨）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7
日分别发布公告，明确存量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调整有关事项，对调整范围、调
整后的利率水平、调整方式等进行解
答，及时回应客户关切。

根据四大行公告内容，此次调整范
围是：2023年8月31日前已发放的和已
签订合同但未发放的首套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如果贷款发放或签订
合同时不符合首套住房标准，但当前已
符合所在城市首套住房贷款政策的，也

符合本次调整范围。
此次四大行明确了调整规则，调整

后的利率水平，与贷款发放时间、所在
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情况相关。

根据公告，2019 年 10 月 8 日（不含
当日）前发放、已转换为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以及
2019年10月8日（含当日）至2022年5月
14日（含当日）发放的贷款，利率最低可
调整至相应期限 LPR 不加点。贷款发
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高于全国政策下限的，按发放时当地首

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执行。
2022 年 5 月 15 日（含当日）至 2023

年8月31日（含当日）已发放的或已签订
合同但未发放的，利率最低可调整至相
应期限LPR减20个基点；贷款发放时所
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高于全
国政策下限的，按发放时当地首套房贷
利率政策下限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哪种情况，如
贷款利率低于全国下限，银行将不作调
整。对于当初选择基准利率定价的贷
款，以及固定利率贷款，各家银行表示，

可申请转换为采用 LPR 定价的浮动利
率贷款，再按浮动利率调整执行。

此次四大行主要采用变更合同约定
利率水平的方式，大部分银行将于2023
年9月25日起主动进行批量下调，无需
客户申请。但如果客户需新发放贷款置
换，或者“二套转首套”等特殊情况的，需
要向贷款经办行提出书面申请。

四大行均表示，办理存量首套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调整过程中，银行不收取
任何费用。如有疑问，可详询贷款经办
机构或拨打客服热线。

四大行明确存量首套住房
贷款利率调整事项

挖掘城市零星用地等停车资源，新增小微停车场550余座、停车位3.4万余个

小微停车场为重庆停车难带来新解法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四项行业标准发布

新华社北京9月 7日电 国
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群众体育
赛事活动办赛指南 编制内容与
评估指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参赛指引 编制内容与评估指
引》《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评
估技术导则》《群众体育赛事活
动运营服务规范》四项体育行业
标准，计划自2023年11月1日起
实施。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级各类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数量激增，极大
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体
育生活。但相比竞技体育赛事，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存在监管难
度大、涉及面广、项目种类级别
多、参与人群结构复杂、赛事风
险点差异大、外部影响因素复杂
等特点。为加强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安全管理，提升安全监管水
平，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持续
健康高质量发展，国家体育总局
群众体育司组织有关单位牵头
研制相关行业标准。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办赛指
南 编制内容与评估指引》和《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参赛指引 编制
内容与评估指引》确立群众体育
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的
编制总则，适用于指导各级各类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办赛指南、
参赛指引的编制与评估。《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安全评估技术导
则》规定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
评估的流程、策划、实施和总结，
适用于各级各类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的安全评估。《群众体育赛
事活动运营服务规范》规定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运营服务的基本
要求、服务要求、管理要求和服
务评价与改进，适用于引导各级
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运营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