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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 月 25 日起，包括四大行在内的
多家银行开始批量下调存量首套房贷
利率。在政策实施首日，银行各项工作
落地情况如何？具体操作流程是否便
捷？能给多少借款人带来利好？来听
听借款人的感受和银行人士的回应吧。

当日下调当日生效

25 日 8 时起，已有不少建设银行的
客户通过手机银行 App 或小程序等渠
道，查询到自己房贷利率调整的结果了。

“我常年在外跑运输，不能随时到
银行办理业务，批量调整对我来说挺方
便的。”在河北石家庄一家运输公司工
作的冯先生说，银行客户经理已经教会
他如何通过手机银行查看调整情况。

记者从建行等多家国有大行了解
到，符合条件的贷款将于 9 月 25 日统一
完成利率调整，调整后的利率当日立即
生效。

“9 月 25 日房贷批量调整，正赶上
10 月我的房贷利率重定价。银行客户
经理说下月房贷按最新利率 4.2%执行，
月供可减少 1000 多元，一年下来能节省
12000 多元呢。”济南市民潘先生告诉记
者，这次调整后，房贷利率下调至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直接降低了 108
个基点。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发文，允许商业银行降
低 符 合 条 件 的 存 量 首 套 住 房 贷 款 利

率 。 随 后 ，多 家 银 行 发 布 公 告 ，将 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起批量下调存量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并明确操作细则。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
澜日前介绍，在政策实施首日，预计超
过九成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可在第一时间
享受政策红利。大部分符合要求的存量
首套房贷利率将降至 LPR，2022 年 5 月
以后发放的将降至 LPR 减 20个基点。

记者从农业银行了解到，目前农行
存量个人住房贷款中，首套房贷款占比
超九成，其中符合批量下调条件的占比
近七成。下调后，大约 95%符合批量下
调条件的存量房贷可降至 LPR。

“二套转首套”可线上申请

“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加上北京执
行‘认房不认贷’，这两大利好政策能帮
我节省月供近 2000 元。”在北京工作多
年的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曾在外地贷
款买过房，2019 年他按照二套房贷利率
政策办理了贷款。按照最新政策，在北
京仅有一套住房的他可通过工行手机
银行线上申请“二套转首套”，一旦核实
通过，他的房贷利率可降到 LPR，降低
了 108个基点。

工、农、中、建四大行均表示，“二套
转首套”经认定符合首套房标准的，将
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起进行批量调整。
这意味着，原来“认房又认贷”政策下的
购房者，有机会通过“二套转首套”享受

政策利好。
工行相关人士介绍，该行支持通过

线上线下渠道受理借款人“二套转首
套”利率调整申请。借款人可自 9 月 25
日起通过手机银行“存量房贷利率调
整”功能“一键申请”。考虑到住房贷款

“因城施策”，工行将按区域提供差异化
“首套住房贷款证明材料”操作指引，便
于客户快速在线自助完成申请。

记者了解到，对于要进行利率定价
转换的客户，四大行也开通了线上线下渠
道，便利客户提出申请。当初选择基准利
率定价、固定利率贷款的借款人将获得重
新选择的机会，将贷款转换为以 LPR 为
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后进行调整。

邹澜表示，存量房贷利率调整预计
于 10 月底前完成。中国人民银行将继
续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维护好市场竞争
秩序，推动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工作平稳
有序落地。

银行让利缓解提前还款压力

据业内人士估算，存量首套房贷利
率调整后，逾 4000 万户、上亿居民的财
务负担会有明显下降，平均降幅约为
0.8 个 百 分 点 。“ 下 调 存 量 首 套 房 贷 利
率，不可避免地会对银行利息收入带来
一定影响，银行净息差将进一步承压。”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中信银行副行长谢志斌曾透露，中
信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规模约 9500

亿元，其中利率高于新增贷款利率的存
量房贷规模约 6000 亿元。预计存量房
贷利率每降低 10 个基点，将会对该行房
贷收益产生约 6亿元的影响。

尽管如此，多家大行仍积极批量调
整存量首套房贷利率，中小银行也陆续
参照国有银行制定并发布实施细则。

建行相关人士表示，此次调整将会
对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及净息差产生
一定压力，但同时也会从一定程度上缓
解按揭贷款的提前还款需求，有助于规
范住房信贷市场秩序，推动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知道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将下
调后，我果断取消了提前还款申请，把
原本要归还农行的 40 万元作为后续企
业经营的重要资金。”在湖南永州买房
的欧阳先生告诉记者，他曾于 8 月向银
行 申 请 提 前 归 还 房 贷 ，但 得 知 当 前
5.035%的房贷利率将下调至 4.3%后，立
马取消了 9月中旬正式还款的预约。

邹澜表示，本次政策调整利好是中
长期的，可持续为近几年以较高利率贷
款买房的家庭减少支出，支持提升居民
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增长。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李延霞

政策实施首日，存量首套房贷利率批量下调如何落地？
“对我们来说，当年栽下的枣树

就像存在银行里的本金，现在卖鲜枣
就像吃利息。”聊起圆铃大枣，山东省
聊城市茌平区肖家庄镇工作人员刘
超头头是道。

秋高气爽丰收忙。记者在肖家
庄镇枣乡新村的枣园里看到，一颗颗
圆润饱满的大枣压弯了枝条。枣农
抡着竹竿打枣，一竿下去，大枣噼里
啪啦落到地上。有人在一旁分拣、打
包，有说有笑。

茌平区是“中国圆铃枣之乡”，辖
区内现有枣园 1万亩。“不过在几十年
前，村民栽枣树不是图挣钱。”刘超说。

肖家庄镇地处黄河故道，土地沙
化严重。枣树耐寒耐旱、生命力强、
根系发达，能防风固沙。20 世纪九十
年代，当地各级党组织在养护原有枣
树的基础上，带领群众大面积栽植新
枣树，为家园披上“绿衣”。

今年 53 岁的枣乡新村村民许占
楼有枣园 45 亩，他说：“枣树越来越
多，家家户户开始在种粮之余，学习科
学侍弄枣树，枣的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售价从 2元一斤逐步涨到 7元一斤。”

枣 乡 新 村 现 有 1789 户 、5826
人。2022 年，村里成立合作社，与枣
农签订收购合同，统一对枣进行包装
和销售。许占楼说：“有了品牌，枣售
价更高，我们挣得更多了。”

在村口的电商直播中心，村民郭

丽和往常一样对着镜头推介家乡好
物，“今年的长势特别好，肉厚核小，
欢 迎 大 家 来 我 们 村 体 验 打 枣 的 乐
趣。我们还有枣干、枣夹核桃、枣酒、
枣花蜜等 15种产品……”

今年，枣乡新村与食品加工企业合
作开发枣制品，村里还邀请电商企业入
驻，通过互联网将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目前，全村有枣园 2000 亩，年产
鲜枣 1500 余吨，其中约 600 吨通过线
上销售。村集体年收入从 10 年前的
5000 元增至 1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
入约 2.15万元。

大枣带来“票子”，也带来“乐子”。
肖家庄镇党委副书记索文文介绍，当地
已连续举办12届采摘节，每年吸引游客
10万余人次，高峰时期日游客量达6000
人次，累计带来旅游收入 100 余万元。

“村民种在枣树下的花生、地瓜也被城
里人买走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这是山东“土特产”带强产业链的
一个缩影。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了解到，山东持续推进“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发展，近年来，章丘大葱、威海
刺参、乐陵小枣、乳山牡蛎等一大批质
量上佳、口碑过硬的山东“土特产”叫
响全国，农民增收渠道越拓越宽。

新华社记者 张力元

枣乡飘枣香枣乡飘枣香

9月25日，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栗园村的村民王宝晨在大棚内管护多肉植物。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栗园村大力发展多肉植物种植，并结合

市场需求进行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销售。多肉植物远销加拿大、南非、俄罗斯等
国家和地区，探索出了一条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据介绍，目前栗园村多
肉植物种植大棚达100多个，多肉植物品种达200多个。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秋意渐浓，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迎来了最美的丰收
时节。陡峭的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
错落排列，成熟的谷子、玉米镶嵌其中，
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王金庄水峧沟蜿蜒的山路上，“胖驴
儿合作社”的十多名成员，带着镰刀去往
今年复耕的梯田。“这一片梯田撂荒很多
年了，今年我们进行了开荒复耕，现在谷
子颗粒饱满。”合作社负责人王虎林一边
招呼大家，一边动手割起了谷子。不一
会儿，金灿灿的谷穗填满一个个布袋。

涉县境内重峦叠嶂、沟壑交织。数
百年来，当地百姓凿石垒堰，覆土务农，以
因地制宜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贮存
技术和“节粮于口”的生存技巧，创造了独
特的山地雨养农业系统，保存了重要农业
物种资源。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这一系统

也受到冲击，部分梯田撂荒。
“我们村祖祖辈辈靠梯田生活，我

也是吃梯田粮食长大，靠家里卖农产品
上学。看着有撂荒地，很心疼。”王虎林
说，今年开春后，他成立“胖驴儿合作
社”发起梯田春耕计划，组织村民开垦
撂荒的梯田，并通过预售小米来解决开
荒资金问题。

梯田春耕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如今，
王金庄村很多梯田荒地迎来了丰收。“相
比去年，新增耕种梯田 200 多亩，预计多
产小米 6 万多斤。最近合作社忙得很，
要抓紧收割，然后把顾客预订的小米发
出去。”王虎林说，“对我来说，收获的不
仅是粮食，更是通过春耕计划，解决了撂
荒问题，唤起了人们对梯田的感情。”

在离水峧沟不远的小南沟里，有涉
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成员刘玉

荣种的试验田。不规则的试验田上是
密密麻麻的豆类，并标注有名称信息。

“这一片是青豆，那一片空地是刚刚采
摘过的小黄豆。接下来，我将优中选
优，保存优质种子到‘农民种子银行’。”

刘玉荣所说的“农民种子银行”，保
存了 171 种传统农作物种质资源，涵盖
26 科 57 属 77 种，很好地保护了农业生
物多样性，是梯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农民种子银行”采取的是活态保
存，对种子定期进行田间种植和更换。

“今年我自己的试验田种植了 20 种
豆子，方便更好地跟踪记录特性和留种。”
刘玉荣说，“现在，试验田的豆子都喜获丰
收，但令我更高兴的是，年初收集到的小
白豆、白眉豆角两个少见的老品种，已经
成功繁育，有望实现活态保护和利用。”

这些天，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王海飞和高级农艺师贺献
林一直在梯田间穿梭调研，他们对收成信
心满满。“为保障梯田秋粮丰收，我们开展
了高素质农民培训，定期组织农技员指导
群众科学耕种管理。预计今年梯田上花
椒产量 590 余吨、谷子 3200 多吨、玉米
6000多吨、大豆500余吨。”王海飞说。

据介绍，2022 年 5 月，涉县旱作石
堰梯田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录。为了进一步保护和开发梯
田，当地谋划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和梯
田农产品品牌。

“我们完成了梯田旅游观光路路基
工程，确定了旱作梯田博物馆选址，梯田
农产品得到有机转换认证，建成的中国
农业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全面开始工作
……”贺献林说，“今年的工作收获满满，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

新华社记者 范世辉 岳文婷 邹
尚伯

太行梯田“ 守望者”的别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