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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文

1月24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发布消息称，宿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
村居民建缴住房公积金试点工作。

宿迁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40
多年前，宿迁“春到上塘”的传奇拉开了
全省农村改革的序幕。建市29年间，改
革创新的基因渗入该市经济社会各领
域，“四大产权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商事登记制度
改革等多项创新经验被国家层面采纳或
推广，改革创新成为推动宿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质。

此番将农村居民纳入住房公积金制
度保障范围试点，无疑是我市的又一个
创新做法。

据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
市发改委和市农业农村局印发的《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支持农村居民建缴
住房公积金助力乡村振兴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年
满18周岁且未满60周岁的农村长期居
住人员、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下乡创业就
业等人员，在经济收入相对稳定、个人信
用良好的情况下，有意愿建缴住房公积
金的，做到“愿缴能缴”，推动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

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注重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
互助性作用，旨在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
农村居民住房保障体系，为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和共同富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添砖加瓦。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王晓刚介绍，我市是传统农业大市，
农村人口多、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明显。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把农房改善作为推进“四
化”同步集成改革和统揽乡村振兴的重
点工程，积极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在全省率先将农房改善过程中农业
转移人口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
围，进一步完善农房改善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待遇，补短板、强弱项。

宿豫区来龙镇侍岭社区居民刘先生
说：“几年前我老家拆迁后，打算到城区
买房，但手头不宽裕。”后来，他得知农房
改善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的政策
后，当即开立了公积金农改专户，月缴纳
430元，通过一次性补缴缴存余额达到3
万元后，申请公积金贷款27.7万元，期限
25年。刘先生粗略地计算了下，与当时
的商业贷款利率相比，他节约贷款利息
近7万元。

据统计，目前，全市农房改善转移人
口建缴住房公积金农户2232人，发放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2003.1万元，帮助54
户农户圆了安居梦。

随着城镇化率、市民化率大幅提高，
农村居民除了田里的收成外，基本上都
在打工、做生意，实现了灵活就业。

王晓刚说：“我们有一个灵活就业
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还有一个农房改
善转移人口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践证
明，很受农村群众的欢迎，现在把这个
范围扩大到农村居民，已经具备了实施
的条件。”

据了解，相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和农
房改善转移人口住房公积金制度，新出
台的《办法》遵循“缴存自愿、提取自由、
贷款便捷”原则，实现开户零门槛，存取
更灵活，操作更方便。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
科长王继续介绍，参加试点的对象，可自
主选择缴存金额、缴存日期和缴存频次，
未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随
时停缴，随时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余额及利息。“这个政策设计，充分考虑
到农村居民收入较低、不稳定等因素，非
常灵活。对所有建缴对象的个人缴存部
分，按 1.50%计息，比银行活期存款高，
对缴存对象来说，也是一笔收入。”王继

续说。
《办法》规定，缴存对象首次缴存12

个月后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金
额计算方式：贷款申请日前12个月本人
住房公积金账户日均余额乘以 15。贷
款最高额度、年限、利率等参照宿迁市住
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支持建缴对象
提取公积金建造自住住房以及贷款购买
城镇商品房。

“按照我市现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政策规定，满足申办公积金贷款条件
的缴存对象，最高可贷 50 万元至 70 万
元，贷款额度基本覆盖缴存对象购房不
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使用管理科科长赵敏表示，“而且公
积金贷款利率只有 2.35%至 3.325%，比
当前商业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低了约1个
百分点。”

赵敏算了笔经济账，以贷款 20 万
元、20 年期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缴
存对象通过公积金贷款，月还款金额比
商贷低了 100 多元，还款期内累计减少
利息支出2.4万余元。

“有了这个好政策，我们可以自建
住房，还可以考虑在县城或镇里购房，
关键是公积金贷款利息低、操作简单。”
沭阳县胡集镇三新村村民们得知新政
策后，都非常高兴，不少人准备申请建

缴住房公积金。“商业贷款手续复杂，而
且利息要比公积金贷款高，关键是我们
买房需要资金，做点小生意，也需要资
金流转，我们更需要这个政策。”村民李
高表示，“一个月还几百块钱，这个压力
小多了。”

当下，农村居民融资难、融资贵是面
临的普遍难题。部分农民因在农村建不
了房、在城市买不起商品房，成为城乡

“夹心”群体。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管副主任

魏从浩说：“我们这个试点政策的初衷，
一方面是支持有意愿进城购房的农村居
民改善住房品质；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居
民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新的融
资渠道。”

为此，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
积极深化与业务受托银行的合作，完
善信贷支持政策，构建“公积金+商业
银行”联动机制，在保障住房公积金贷
款发放需求的基础上，为缴存对象多
方面金融需求提供更加有力的授信资
金支持。

开展农村居民建缴住房公积金试
点工作，对于广大农村居民群体来说，
缓解了改善住房的资金压力，提高了广
大农村居民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宿迁开展农村居民建缴住房公积金试点工作

本报记者 张 云
■ 通 讯 员 胡宏博

“我的人才‘购房券’一直没使用，听
说现在买房的话，‘购房券’可以全部作
为首付款，刚好路过这边，就过来咨询一
下。”1月24日下午，在便民方舟的市人社
局人才服务窗口，宿迁学院机电工程学
院副教授姜涛正在咨询人才“购房券”在
春节期间如何使用。

2021 年，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毕业后，姜涛选择回到家乡，在宿迁学院
担任教师。“因为家里有房子住，所以我
的‘购房券’一直没用。最近打算买一套
新房，人才‘购房券’全部用上的话，加上
宿迁学院给我的住房补贴，首付款基本
不用自己出钱了。”姜涛说。

为支持广大人才在宿迁购房安家，1
月15日，我市发布的《关于支持春节期间
市民购房若干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中明确提出，春节期间加大人才
“购房券”兑现力度，对政策执行期间购

买中心城区新建商品住房并符合申兑人
才“购房券”条件的，一次性全额发放购
房补贴。人才“购房券”可作为所购买房
屋的首付款，相关银行业机构给予贷款
支持。

新政关于人才“购房券”的内容在宿
迁不少人才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024
年，我市出台“人才新政16条”，将“购房
券”发放范围扩大至驻宿高校和宿迁籍
全日制大专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
班毕业生），目前，中心城区已发放尚在
有效期的“购房券”共1622张，涉及金额
1.56亿元。

为加快人才在宿迁安居乐业的步
伐，据宿迁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赵鹏程
介绍，根据《通知》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
使用人才“购房券”，与在平时使用有所
不同，一是兑现周期不同，平时购房券兑
现按补贴金额4:3:3比例，分三年兑现到
位，春节期间符合条件的按“购房券”金
额一次性全额兑现；二是兑现形式不同，
春节期间申请人除了可以选择资金兑
付，还可以将“购房券”直接冲抵首付款。

据赵鹏程介绍，春节期间“购房券”
申兑新政实行线下申兑，冲抵首付款的，
在购房前携带身份证、“购房券”（线上申
请的“购房券”可在宿迁人才e家“我的券
包”中查询并打印，线下申请的“购房券”
需提供原件）到工作单位所在地人才服
务机构审核并加盖公章，到新建商品房

销售处购房并冲抵首付款，购房补贴由
人才服务机构拨付给开发企业。未冲抵
首付款的，在购房后需向工作单位所在
地人才服务机构提供“购房券”、购房合
同或不动产权证、全额购房发票、契税发
票等相关材料，购房补贴由人才服务机
构一次性拨付给人才个人。

人才引入是城市发展的基石，需求
增量也是房地产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记
者从宿迁市人才服务中心了解到，全职
在我市创新创业的人才只要符合条件均
可申领人才“购房券”。目前，企事业单
位（含民办学校、民营医院）引进的副高
级职称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可申领15万—
200万元不等的“购房券”。企业（含民办
学校、民营医院）引进的硕士及以上高校
毕业生可申领15万—30万元“购房券”。
民营医院、民办学校引进的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生可申领10万
元“购房券”。“615产业体系”及现代农业
产业链上企业引进的国家“双一流”建设
高校全日制本科生或高级技师可申领10
万元“购房券”；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技师
可申领5万元。驻宿高校或宿迁籍全日
制大专生、高级工可申领3万元。自主创
业的，参照以上标准发放。

目前，“购房券”采取线上申报，在宿
迁创新创业人才应自在宿缴纳社保之日
（创业人才应自企业创办之日）起1年内
通过宿迁人才e家网站或小程序申领。

“购房券”兑现力度加大 人才安家步伐加快
——宿迁春节期间购房政策解读（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