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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央行宣布最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1年期LPR从3.65%下调为

3.55%，5年期以上 LPR从 4.3%下调为

4.2%，均下降了10个基点（bp）。

上次LPR调降还是在去年8月。业内

人士指出，这是今年上半年首次降息，意味

着新一轮经济提振的序幕正式开启。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此

次LPR下调符合预期，积极响应了最近国

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是一揽子提振计划的

首张牌，也意味着经济提振的序幕开启，具

有风向标意义。另外，此次下调对于中长期

贷款的成本下降具有实质意义，意味着后续

在实体经济降成本等方面会继续发力，这也

是当前要重点关注的政策效应。”

LPR调整更关乎贷款购房者的“钱袋

子”。因为购房贷款属于长期借贷，购房者

一般会参考5年期以上LPR。对于按揭购

房者而言，5年期以上LPR的下调意味着将

直接减少购房和还贷成本。

“此次降息有助于降低房贷成本。”严跃

进指出，随着LPR利率的下调，预计最近两

周各大银行会纷纷下调房贷利率，即普遍会

下降10个基点，这也意味着新一轮宽松的

房贷政策也会开启。

根据测算，以100万、期限30年的按揭

贷款为例，如果是选择每月等额还款的方

式，此次5年期LPR下调10个基点，可以使

得每月还款额减少近59元，总支付利息减

少近2.11万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房贷族”一定能省

钱。业内人士指出，对于此前放弃转为

LPR、选择固定利率的购房者来说，房贷利

率和LPR调整无关，房贷不会发生变化；对

于已转换为LPR定价利率的存量客户，需

把重新定价周期和重定价日考虑在内，在重

新定价日前月供不变。“存量房贷的利率并

不会立刻变化。因为贷款人在签订房贷合

同的时候，会与银行约定一个重新定价日，

简单来说就是每年重新算利率的日子。在

每年的这一天，房贷利率才会以最新一期的

LPR作为依据，重新调整。一般来说，这一

天是每年的1月1日。也就是说购买首套住

房的购房者将能即刻‘享受’到最新的住房

商贷利率，对于已购房的购房者如果住房商

贷利率是锚定LPR定价，那么要到新一期

重新定价日才可以重新调整。”

另外，严跃进指出，降息后首套房贷进

一步下调，对于首套房的认购有积极作用。

预计后续各地认定首套房的标准会进一步

下调，这对于购房者更好享受首套房贷利率

具有积极的作用。

还有业内分析指出，5年期以上LPR下

降，不但有助于楼市回暖，也有利于促进消

费回升。在内需构成中，规模庞大、上下游

链条众多且与居民资产负债表密切相关的

房地产行业对稳增长来说依然重要，尤其是

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的环境下，通过

LPR下调来带动房贷利率调降，成为扭转市

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

要一环。与此同时，住房消费者负担减轻，

还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和投资意愿，从而为

扩大内需、提振经济带来一系列“正反馈”。

本报记者 杨硕

尽管连日来梅雨天气“湿搭搭”，但大棚

里丰收的马陆葡萄，还是带来了夏日的甜

蜜。昨天下午，2023年上海马陆葡萄文化节

开幕。30家葡萄企业和合作社获得2023年

马陆葡萄农产品地理标志和证明商标授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家马陆葡萄合作社将

尝试“按串卖”的精品化销售新模式。

上海马陆葡萄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单涛

介绍，今年葡萄比往年成熟得早，已有10多

个品种上市。“而从6月到11月，会有60多个

葡萄品种陆续上市。”

今年马陆葡萄合作社的种植户将尝试推

广单串精品包装、按串定价销售的模式。为

什么不称分量？因为每串葡萄重量可控，保

持在固定额度以上。通过控产提效，在生长

过程中就限定了葡萄果粒数量和果穗长度，

保证每串葡萄都是标准的定制款。

“我们已经实现‘农业工厂化’生产，种出

来的每串葡萄，大小、色泽、粒种都差不多。

比如巨峰葡萄，我们每串有40—50粒果实、

每粒重12克，一串葡萄基本能有500克以

上。”单涛介绍，7月起会推出按串售卖的精

品礼盒，包括市民喜爱的巨峰、阳光十三、阳

光玫瑰、妮娜皇后等特色品种。

品冠峰合作社负责人孙杰也指着按串

卖的夏黑葡萄如数家珍：“我们每根枝条就

只养一串葡萄，每串葡萄有20—23张叶片，

葡萄果实70—80粒，每粒葡萄7—8克，这样

生长营养最佳，糖度也最好。”

从20世纪提篮叫卖的“粗犷”销售，到如

今按串定价的精品销售，背后是马陆葡萄四

十余年科学化种植的积累。今年，马陆葡萄

推出RFID感应式芯片标签，涵盖承诺达标合

格证、生产基地位置、微店复购链接、政府巡

检情况等实时信息。

去年马陆葡萄种植面积4397.45亩，总产

量4985.82吨，给当地570户农户带来超过1

亿元的年收入。 本报记者 杨洁

央行降息提振经济
哪些“房贷族”省钱

从提篮叫卖到精品化销售

今年马陆葡萄试点“按串卖”

“一手抓”耕地保护
多措并举，稳住耕地“压舱石”
划定“三区三线”，锚固耕地保护格局。按照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的优先顺序，开展“三区三线”划定。其

中，遵循“保护现状为先，数量、质量与生态并重”的

原则，将优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同时对

于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近期重大建设项目优先保

障，实现保护耕地“动态平衡、布局优化”。“三区三

线”的划定进一步锚固了全区耕地保护、生态保护

及城镇建设空间格局，为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压实耕地保护责任打下坚实基础。

严守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基础。研究建立
“耕地池”和区级统筹机制，落实耕地“进出平衡”制

度，按照“占一补一，先补后占，占优补优”要求，落

实耕地占补平衡。推进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2014

年起至今，新区已实现减量化验收面积22.42平方

公里，并加强减量化复垦地块后期管护，确保新增

耕地质量达标。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多措并举，确

保了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布局更优化。

违法用地“零容忍”，下好整治整改“一盘棋”。

以完善机制为切入点，建立横向、纵向违法用地治

理工作体系，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建立定

期会商制度，强化督导考核。建立新区违法用地处

置监管平台，实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行为快速

发现、限期整改、依法查处、验收销项等全程监管，

提高违法用地整治效率。加强日常巡查，从严抓好

源头防控。采取“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确保

违法用地整治彻底、到位、不反弹。

“一手抓”空间优化
融合发展，绘就乡村“新图景”
一张蓝图，高水平规划优化新布局。充分发挥

规划对于乡村发展的引领作用。浦东新区（不含临

港地区）12个镇总规、12个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已批复实施，在全市率先实现郊野地区详细规划全

覆盖。在此基础上，指导相关镇村开展郊野单元规

划完善，推进张江镇环东村乡村人才公寓、老港镇、

航头镇等郊野单元规划方案优化，围绕城乡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农民集中居

住等方面，深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

资源统筹，高标准要素保障新项目。浦东新区
每年预留5%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于乡村项目，对

于乡村产业类项目指标应保尽保，为书院工坊建设

项目、老港镇镇区公共绿地改建工程等落实土地

保障。全面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策，从乡村

地区植树造林、中小河道整治等生态建设以及重

要农产品种养殖生产、现代化设施农业建设等农

业开发项目建设需求出发，实现全域全要素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

跨前服务，高效能审批支撑新产业。优化乡村
振兴项目用地手续，编制《浦东新区乡村建设项目

规划审批操作手册》和《浦东新区乡村建设项目申

报指南》，完成惠南镇桥北未来郷商业服务项目、惠

南镇桥北村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和老港镇白猪保种

场“一书一证”的审批工作。乡村振兴用地保障促

进了新区农村农业健康有序发展，积极保障发挥乡

村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的功能。

精管细抓显亮点
创新赋能，释放乡村“新动能”
特色彰显，深化乡村振兴示范村村庄设计。近

年，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指导了以惠南镇海沈村为

代表的5批、16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村庄设计，专人协

调市、区、镇、村，合力推进村庄规划设计。村庄设

计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解码村庄特色产业、

生态、文化基因，以工匠精神雕琢乡村土地，描画建

设美丽宜居村庄。

要素激活，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推进
周浦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市级试点，聚焦界浜村、

棋杆村、瓦南村和北庄村，以“强产业展乡村新貌、

塑风貌显空间基因、承文化传澧溪记忆”为引领，描

绘“花开澧溪、萄醉硅谷”图景，打造浦东乡村振兴

示范引领高地。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引导耕地

资源集中连片，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有

序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打造集高质量公共服

务、高标准设施配套、高品质人居环境于一体的瓦

屑集镇；引入花海提升、乡野硅谷、森林度假民宿等

项目，形成一村一主题特色产业项目群；构建水系

全贯通、林地可游憩的生态空间，提升区域乡村生

态环境品质。

共建共享，量身定制乡村社区生活圈。目前浦
东新区正在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精

心打造乡村便民中心、邻里中心，“圈”出美好生活

家园。充分发挥乡村基层自治组织民主协商作用，

探索建立村民、规划师、运营师、社会组织等和乡村

创客等多元主体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共商需求、

共绘蓝图、共建家园、共维成效、共享成果，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学的乡村社区共同体。

2021年，惠南镇海沈村成为上海空间艺术季展览的

参展社区，并与桥北村、远东村三村联动，成为全市

首批乡村生活圈试点之一。

近年来，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工作以全面落实自

然资源领域乡村振兴任务为主线，以严守耕地红

线、优化乡村空间格局为主要抓手，坚决制止了耕

地“非农化”行为，有效防止了耕地“非粮化”倾

向，持续强化了乡村振兴用地保障。此外，浦

东新区还积极推动国土空间综合治理与生态优

化、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引导等方面不断发力，

持续为浦东新区加快精品城区、现代城镇、美丽乡

村“三个圈层”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

支撑。

严守耕地红线 优化空间格局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坚持“两手抓”
助力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今年6月  日是第  个全国“土地日”。为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全社
会树立节约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意识，浦东新区
规划资源工作持续以“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
线”为主题，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严守耕地
红线，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重点开展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强调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
线。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坚持守底线、优格局两
手抓，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助力绘就乡村
振兴壮美画卷，为浦东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