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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适应房地产市场供
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更好满足居民合理住
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成都市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
优化政策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自 2023 年 9 月 26 日起正
式实施，凡以前规定与通知不一致的，按《通知》执行。

加大住房保障力度、
优化土地供应方式

进一步发挥好现有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性
租赁住房等兜底保障作用。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重点保
障住房困难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人才群体。

中心城区商品住宅用地实施“竞地价”拍卖，新出让
土地所建商品住房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除控
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的宗地内需叠建以及宗地周边绿地、
道路、养老托育等公服配套设施外，原则上新出让住宅类
用地不再设置配建要求。

调整新出让土地商业物业持有比例，在产业功能区
（园区）内的，计容商业建筑面积持有比例不低于 40%；在
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产业功能区（园
区）外的，计容商业建筑面积持有比例不低于 25%；其他
区（市）县的产业功能区（园区）外的，计容商业建筑面积
持有比例，由属地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制定并实施。

调整住房限购、限价措施

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锦江
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继续实施住房限购，
统一为一个限购区域。其他区域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在限
购区域范围内，购买 144平方米以上（不含 144平方米）
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更好满足居民改善型住房需
求；购买 144平方米以下（含 144平方米）住房，须同时符
合以下条件：居民家庭成员具有限购区域户籍，或户籍不
在限购区域但在限购区域连续缴纳社保 6个月以上；新
购房后，本地户籍两人及以上居民家庭在限购区域拥有
自有产权住房总套数不超过 3套，本地户籍单身居民家
庭、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在限购区域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总套数不超过 2套。在此基础上，二孩居民家庭总套数可
增加 1套，三孩及以上居民家庭总套数可增加 2套。
成品住宅装修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确定

（土地出让合同等有约定的除外），严格落实样板间、销售
现场、装修清单等管理要求，鼓励优质优价。不再执行二
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

落实信贷、税收支持政策

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指导四川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研究并决议通过，调整成都市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优化家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生育多子女家庭商业贷款
购买第三套住房认定为二套住房。个人转让住房增值税
征免年限统一调整为 2年。

强化市场秩序监管

加强预售资金监管。加大全过程监督监管力度，督促
开发企业、商业银行、购房人将预售资金全部直接存入监
管账户，确保监管额度内资金专款专用于工程建设，保障
建设质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鼓励购房人参与监
督，确保商品房竣工交付。

持续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严厉查处捂盘惜售、囤积
房源、恶意炒作、哄抬房价、发布虚假信息等扰乱市场秩
序的行为，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胡斌

走进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来复镇
大屋村大雁岭风景区，万亩茶山层
峦叠翠，明亮整洁的农家小楼点缀
其间，一幅田园画卷跃然眼前。“一
到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期，景区每天
接待游客就达上千人次。”大屋村党
总支书记马六生说。

9月 27日，2023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宜宾举办。本次
大会将系统推动四川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推进文
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为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四川篇章贡献力量。

丰富体验 吸引各地游客

大屋村打造雁鸣湖休闲区、大
雁岭晓院等众多秀美景致，并配套
游船、滑索等户外娱乐设施以及环
湖美食商圈，让景区成为当地近郊

游的网红打卡地。如今，高县已成
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2 个、
天府旅游名镇 1个、天府旅游名村
1个。

近年来，四川竭力打造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天府旅游名县名
镇，创建一批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截
至目前，四川已推出 5批共 47个天
府旅游名县，3 批天府旅游名镇和
名村。
金秋时节，在绵阳市安州区白

水湖旅游景区，山、林、湖、岛、礁等
多类型景观资源丰富多样。景区集
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户外研学、科
普考察等为一体，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游览。
“为抓住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

我们还组织了闯关打卡、亲子游戏
互动等趣味活动，拉动周边景区景
点的消费，带动文旅经济发展。”白
水湖旅游景区经理税阳说。

经过 4年多实践，“天府旅游名
县”已成为响亮的四川名片和推动
文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据统计，
“天府旅游名县”文旅经济对当地经
济增长贡献率和税收贡献率分别超
过 20%和 15%，旅游收入占农民纯
收入比重超过 10%。
挖掘潜能 提振文旅消费

清晨，在广元市昭化区昭化古
城，桔柏渡街上的太守麻花店铺里
升起缕缕青烟。调面、醒面，再揉搓
成麻花状，起锅烧油、小火慢炸，炸
至金黄起锅，一个个酥脆的小麻花
就制成了……天刚大亮，小吃店门
前已排起长队。
“今年下半年以来游客成倍增

加，我们都忙不过来了。”小吃店经
营者潘军笑着说。临近中秋国庆假
期，昭化古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截

至今年 8月，昭化区已累计接待游
客 729.87万人次。

穿汉服、打香篆、喝禅茶……在
遂宁市大英县卓筒井镇宋井桃源，
游客们兴致正浓。“我们在宋井桃源
打造了宋风古街，将传统场景与现
代商业有机结合，为游客带来多样
旅游体验。”大英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说。
“今年以来，我们推出文旅消费

季等活动，出台金融支持文旅消费、
发放文旅消费券等举措，受到游客
欢迎。”四川省文旅厅厅长戴允康介
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四川全
省旅游消费人次达 2.98亿，同比增
长 42.8%；游客消费总金额累计
3231.57亿元，同比增长 22.51%。
用活资源 发展生态旅游

“啪！”一声发令枪响，“和美

乡村健康跑”在广元市利州区月
坝村正式开跑。5.2 公里赛道上，
500 多名选手环绕近月湖展开角
逐。“在这里不仅能享受到运动的
乐趣，还能欣赏美景。”选手邓星
辰说。

依靠生态优势，月坝村发展起
旅游产业，开饭馆、办民宿成为村民
致富的新选择。

今年以来，四川全力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一批美丽乡村走上了
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新路。

在巴中市南江县赤溪镇西厢
村，年逾七十的岳从建打扫完自家
庭院，准备去给村道做保洁。“每天
游客很多，得搞好环境卫生。”岳从
建说。2018年以来，西厢村进一步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成农文旅观
光景区，实现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
今，西厢村年均旅游综合收入达
2750万元左右，村集体经济进一步

壮大。
在达州市宣汉县毛坝镇天坪

村，民宿经营者侯正伟这几天忙着
接待游客。“今年 5月开张以来，毛
收入有 8万多元。”侯正伟说，这得
益于当地推进月亮坪乡村振兴示范
区建设。

月亮坪乡村振兴示范区地处
大巴山南麓，素有“天然氧吧”的美
誉。今年以来，当地相继建成月麓
营地等景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观光。重庆市开州区旅游协会会长
李兴永说：“这里气候宜人，要加快
谋划川渝两地旅游线路，吸引更多
游客。”
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要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作出更
大贡献。
人民日报记者张帆王明峰王永战

四川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文旅提质增效助力经济发展

全国首个！大熊猫学院在四川南充成立

9月 25日，由四川省林业和草
原局、西华师范大学（以下简称“西
华师大”）合作共建的大熊猫学院揭
牌。这标志着四川省大熊猫教学科
研和人才培养开启了新征程。

据了解，经过 40多年的建设发
展，西华师大在大熊猫探寻、保护、
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
人瞩目的成就，培养了一大批杰出
人才，推动四川省大熊猫科研和保
护工作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前列。
四川省林草局将倾力支持大熊猫学
院建设，在平台搭建、科考监测、人
才交流、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提供
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大熊猫学院一
定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一流学院，为高质量保护大熊猫发
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西华师大一直扎根南充、深耕
南充、建设南充，在人才培养输送、
科研成果转化、促进地方立法、助力
企业发展等方面，为南充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当前，南充正
迈步在“组团培育省域经济副中心、
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北部现代化中心
城市”的征程上，以大熊猫学院为新
的平台，助力南充区域教育体育中

心建设，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共创南充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
设的美好未来。

共建大熊猫学院将聚焦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国际交流 5大职能，着力培养大熊
猫等珍稀动植物保护方面的高级专
业人才，努力在生态环境保护、栖息

地生态修复与管理、大熊猫国家公
园建设与管理、大熊猫种群复壮与
野化放归、大熊猫文化研究与传播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深度服务大
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建设，助力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共同守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绿水青山。

大熊猫学院将积极优化发展规
划，全面加强内涵建设，深化对外交流
合作，努力把大熊猫学院建设成为保
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提升
四川和南充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推
动西华师大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为
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黄韬文 /图

9 月 26 日，重
庆市沙坪坝区，街头
悬挂起一面面鲜艳
的五星红旗，喜迎国
庆。国庆节临近，重
庆部分道路、商圈、
旅游景区等纷纷悬
挂起五星红旗，营造
出热烈喜庆的节日
氛围。
特约记者孙凯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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