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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加强住房租赁信贷
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
元化投融资渠道等方面提出 17条举措，支持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此次两部门正式发布的
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自
2024年 2月 5日起施行。
《意见》明确了 3个发力点：支持住房租

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支持自持物业的
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建立健全
住房租赁金融支持体系。

根据《意见》，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
展应突出重点、瞄准短板，主要在大城市，围
绕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问题，支持
各类主体新建、改建和运营长期租赁住房，盘
活存量房屋，有效增加保障性和商业性租赁

住房供应。
在此次发布的《意见》中，“重点支持自持

物业的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是
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意见》明确，重点支持
以独立法人运营、业务边界清晰、具备房地产
专业投资和管理能力的自持物业型住房租赁
企业，促进其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升长期
租赁住房的供给能力和运营水平，并提出了
一系列具体举措。
《意见》提出，建立健全住房租赁金融支

持体系。明确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应
以市场配置为主，按市场化原则自主决策，为
租赁住房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提供多元
化、多层次、全周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
系，市场功能完备、结构均衡、竞争有序。

在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方面，《意见》提出拓宽住房租赁企业债券融

资渠道，支持发行住房租赁担保债券，稳步发
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引导各类社会资金
有序投资住房租赁领域。

除了明确投融资等方面支持举措，《意
见》还对住房租赁金融管理作出了规范。比
如，严格住房租赁金融业务边界，明确“住房
租赁金融业务要严格定位于支持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不得为短期投机炒作行为提供融
资”。同时，严格住房租赁贷前审查和贷后管
理，防范住房租赁金融风险等。

业内人士认为，《意见》提出的举措覆盖
了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住房租赁团体购
房贷款、住房租赁经营性贷款等方面，还明确
了相关金融管理规范，涉及租赁住房项目全
周期。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后，将进一步助推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完善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
展模式。

近年来，贵州省岑巩县利用得天
独厚的森林植被资源优势，结合丰富
的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通过
油茶林下套种中药材茯苓，实现林下
经济“以短养长”“长短结合”，促进群
众增收致富。

寒冬时节，岑巩县注溪镇岑王村
的茯苓种植基地迎来今年第二次采
收。村民们纷纷带上农具走进山林
里，分区、分块采收新鲜的茯苓，刨
土、采挖、装袋、搬运，欢声笑语环绕
山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现在是挖第二批茯苓，第

一批茯苓是五月份左右挖的，产量
60吨左右，主要销往湖南靖州，市场
供不应求，卖了 50多万元。”注溪镇
岑王村茯苓种植基地负责人黄喜文
说。

茯苓俗称云苓、松苓，是非常珍
贵的中药材，有健脾止泻、补益心脾、
宁心安神、增强免疫等功能，广泛用

于医药和保健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同时，茯苓生长周期较短、种植技术
易掌握、种植不占耕地、投资相对较
少，在种植和采挖期间都会需要大量
的村民，发展茯苓产业能有效带动群
众务工增收。
“目前我在全县范围内有 8000

个树桩，务工人数达 2000多人次，一
年要付出劳务费 20万元左右。”黄喜
文说。

借绿增收，做活产业。一直以来，
岑巩县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点
绿成金”，积极盘活林地资源，通过油
茶林下套种茯苓，实现林下经济“以
短养长”“长短结合”，扎实做好“林”
文章、做活“林”经济，不断提高群众
收入，助推乡村振兴。

据了解，2023年，岑巩县共种植
林下茯苓 1.2万余亩。目前，已出土林
下茯苓 3287吨，产值达 2841万余元。

通讯员 万兆川吴祥华

四川省邻水县：

小小油橄榄变身“金果果”

四川省绵竹市：
畅通蔬菜产销渠道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贵州省岑巩县：

油茶林下套种茯苓
“茯”起致富信心

隆冬时节，寒意甚浓。但在四川
绵竹广袤的田间地头，却是一片热火
朝天的景象。三五成群的村民手持镰
刀，肩背背篓，忙着采收蔬菜，奏响了
新一年的“增收曲”。

在玉泉镇玉江村杨兴华的蔬菜
种植基地，连片的上海青郁郁葱葱、
长势喜人，20余名村民分散在田间各
个角落，忙着收割、分拣，丰收的喜悦
扑面而来。不远处的大路旁，停放着
几辆运输车，工人们正在将收获的蔬
菜打包装车。
“我们种植了上海青、豌豆尖等

蔬菜，采收时间从去年 11月底持续
至今年 3月，每天大概能采收五六千
斤。由于近期蔬菜行情较好，村民采
收的积极性高，收入也相当不错。”自
2016年开始，杨兴华便瞄准乡村振兴
致富契机，在当地流转上百亩土地，
通过四季轮种，确保土地不空闲，村
民一年四季有活干，一年四季有钱
赚。

近年来，玉江村大力发展特色蔬
菜种植。在种植大户的精心管护下，
冬春蔬菜质量好、品质高，每天来往
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些蔬菜将被运往
全国各地，送进千家万户。

深冬的清晨，田野里笼罩着一层
薄雾。裹上厚实的衣服，剑南街道柏
杨村村民唐运容带上工具，急匆匆地
出了门。

“田里的娃娃菜采收接近尾声
了，我们要抓紧时间采摘。”说话间，
唐大姐很快将一筐蔬菜打包装车。
“在家门口务工，既能挣到工钱，又能
照看家里，新的一年，日子肯定会越
过越好。”唐运容说。

近日，走进柏杨村种植户周丹的
蔬菜种植基地，只见接连成片的娃娃
菜翠绿新鲜，在冬日暖阳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生机勃勃。村民们熟练地割
下一朵，清理掉泛绿、松散的叶子，一
棵品相完美的娃娃菜便呈现在眼前。
“娃娃菜成本低、好管理，我今年

种植了 50余亩，主要销往成都、绵阳
等地，收益还算不错。这批娃娃菜采
收完后，我还会再种植一批，以弥补
春季缺少娃娃菜的空白。”由于蔬菜
种植需要大量人工，周丹在经营的同
时，也给周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
了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了更多人发
展农业产业。

据悉，近年来，绵竹市深入挖掘
“土”资源、放大“特”优势，通过建基
地、延链条、育集群、树品牌，不断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地理气候
优势条件，大力发展高产、高效、优质
的蔬菜产业。同时，丰富种植品种，畅
通产销渠道，有效延长蔬菜供应和销
售时间，走出了一条发展蔬菜种植、
振兴乡村产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
新路子。

□周韵尹翔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

近年来，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以“大地增绿、资源增量、生态
增质、产业增效、林农增收”为目标，
深挖林业潜力，做好“山”字文章，着
力发展特色油橄榄林业产业，让小小
油橄榄成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金果
果”，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记者走进邻水县梁板镇油
橄榄基地，只见两三米高的油橄榄树
漫山遍野，长得郁郁葱葱。橄榄树下，
技术人员正在指导村民们给油橄榄
做好管护工作，确保树木能温暖过
冬。
“我们现在正组织工人做好管

护，让橄榄树安全过冬，确保有个好
收成。”广安市乐尔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程志勇介绍，目前，种植
的油橄榄树年产量可达 300多万斤，
产值 3000多万元。

油橄榄树是一种绿色生态树木，
也是经济林木，产量极高。鲜果可以
提取食用橄榄油，制作成护肤品、洗
发液、香皂等产品，压榨完之后的残
渣还可以用作肥料，叶子可以做成油
橄榄茶，橄榄树四季常青，树形美观，
还可以制作成盆景。

2016年，梁板镇引进乐尔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4000 余万元，在
曙光村、高龙村连片流转山地，建设
起了油橄榄现代林业园区，种植科拉
蒂、鄂植 8号、莱星、豆果等八个油橄

榄优质品种。经过数年时间的苦心经
营，建立起了“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基
地联结农户”的经营模式，推动油橄
榄产业发展，让当地群众享受到产业
发展带来的红利。
“我们把土地流转给老板，平时

还可以在这里来务工，一个月有 2000
元的收入，还可以照顾老人。”梁板镇
曙光村村民鲁素碧说。

深挖林业潜力，做好“山”字文章，
赋能乡村振兴。油橄榄耐干旱瘠薄、抗
污染性强、可多年经营利用，对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邻
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开拓思
路、创新举措，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
实施方案》，明确扶持政策，帮助业主
发展特色油橄榄林业产业。目前，油橄
榄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林业产业之一。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我们在王

家、三古、观音桥等镇也种植了油橄
榄 3000多亩，预计明年油橄榄产业
在全县范围内达到 15000亩，到时候
仅提供就业机会每年就能够达到
40000多人次。”程志勇介绍道。

荒山披绿装，既富了群众口袋，
又美了生态环境，层层叠叠的橄榄树
与连绵起伏的山地相得益彰，构成了
一道独特的绿色生态风景线，小小油
橄榄也已成为村民们增收致富的“金
果子”。

□李勇 本报记者沈仁平

两部门推出 17条金融举措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住房租赁迎新政
金融助力租购并举

□本报记者胡斌

搭乘“一带一路”东风
苍溪红心猕猴桃香飘世界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是世界红心猕猴桃
原产地及最大产区。近年来，该县依托“一带
一路”建设契机，加强红心猕猴桃高效育种和
成果转化，加快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全力推动
红心猕猴桃走出国门、香飘世界。
“2023年度我们累计检测样本 500余份，

不断提升县域内开展猕猴桃重大疫病的检测
规模与准确度。”近日，在苍溪县猕猴桃研究
所，工作人员蒋鸿菲正在实验室进行猕猴桃
种苗、穗条、花粉等繁殖材料的检测。

据蒋鸿菲介绍，2023年苍溪县引进并优
化溃疡病快速检测技术，联合四川省自然科
学院免费为全县猕猴桃种植户开展猕猴桃种
苗、穗条、花粉等繁殖材料的检测，为猕猴桃
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 2021 年，中国———新西兰“一带一
路”猕猴桃联合实验室苍溪工作站建成。同
时，依托苍溪工作站还建成广元市首个猕猴
桃溃疡病分子检测室，创新平台成立两年来，
双方在持续深入合作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各
项科研合作工作的落地，在实验平台建设、科
研基地建设、人才团队建设、科研技术攻关等
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和成果。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苍溪县专注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加快猕猴桃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做实科技硬支撑，育强种业“红芯”。搭建
“政府 +科研院所 +种业企业”良种繁育创
新平台，设立猕猴桃研究院和院士（专家）工
作站，开展猕猴桃原创性科学研究，成功选育
出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的红肉猕猴桃品种“红
阳”，成为全球红肉猕猴桃主栽品种和新品种
选育骨干亲本材料。
“品种选育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一

项工作，也是我们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一项
工作。”据苍溪县猕猴桃研究所资源品种选育
股股长、农艺师刘原介绍，截至目前，该县已
经选育了红阳、红华、红昇、红源等 11个猕猴

桃新品种。2021年，还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
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授牌中国———新
西兰猕猴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苍溪分
站，通过搭载国家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双方
联合新建立红肉猕猴桃新品种选育基地 1
个，引进 2-3个组合杂交资源 600余株，培育
适宜苍溪县栽培的猕猴桃新品种。

近年来，苍溪县建成国家级区域性红心
猕猴桃良种繁育基地 1.2万亩，应用组培脱毒
育苗、容器育苗等技术，年生产组培苗 400万
株、无病毒接穗 200万芽、无病毒花粉 880千
克，供应国内 11个猕猴桃主产区；生产的无
病毒种苗较传统育苗带动亩产量提高 20%、
优质果率增加 30%至 40%、挂果时间提前 1
年。设立 5000万元猕猴桃产业发展基金，将
无病毒苗木栽植纳入财政奖补范围，采取政

府推广补助、企业集中繁育、项目配套扶持的
方式加速成果转化，带动广元市良种推广率
达 100%。

通过科技强“芯”，搭乘“一带一路”东风，
苍溪红心猕猴桃走出国门、香飘世界。苍溪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猕猴桃研究所负责人黄
波表示，接下来，苍溪县猕猴桃研究所将依托
中国———新西兰猕猴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
室苍溪工作站，重点依托种质资源，通过实生
选种、杂交育种等途径，加快育种进程，为产
业持续发展储备丰富的品种资源。创新平台，
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壮大平台专
家团。利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等途径开展
人才双向培养，建立专家“一对一”联园包片
机制，真正实现科研转化一条线，专家农民面
对面，有力助推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张俊王韬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一花市，市民在购买腊梅花。
近期，腊梅花大量供应市场，吸引市民购买，市场供求两旺。 特约记者 孙凯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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