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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率方面的“大放
血”，有关公积金贷款首套
房以及拥有一套住房已结
清相应公积金贷款的家庭，
再购买住房最低首付比例
进行了下调。

年初政策未调整之前，
济南市民购买首套房 90 平
方米以下的，使用公积金贷

款首付比例为 20%，90平方
米以上的首付比例为 30%。
5月 19日进行了政策调整，
取消面积限制，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
住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一律20%。

拥有一套住房已结清
相应公积金贷款的家庭，再

购买自住住房首付比例也
于 3 月 16 日进行了大幅下
调。由原来的首付六成调
整为三成，利率也按照基准
利率执行。这给改善型居
民购房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公积金提取和还贷
方面，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
条件放宽，没有了家庭收入

的限制，也无需再提供租赁
证。推出公积金冲还贷业
务，缴存职工凭借身份证等
资料，就可申请使用个人住
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冲抵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居
民公积金账户中的余额得
到最大限度的“盘活”。

（济南时报）

济南“最宽松”公积金新政实施
家庭最高可贷60万

自济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落实的实施办法》10月15日开始正式实施。新办法将公积金
贷款最高上限由原来的50万元提高至60万元，还增加可贷额度计算方法，余额不足的刚需族也可大额
度贷款。今年以来，济南市公积金政策经历多次调整，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相关标准都有较大变化。

额度：6年来首次提升，家庭最高可贷60万
济南市于 2009 年将公

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
50 万元，但随着房价的上
涨，这一额度已不能很好地
满足职工购房需求。

济南市公积金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省级公
积金指导意见要求，公积金
贷款率低于85%的城市住房

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不低
于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商品
住房总房款的80%。截至今
年 7 月底，济南市全辖住房
公积金贷款率为 61.9%，经
计算，济南市最高贷款额度
应不低于 55 万元 (7676 元×
90平方米×80%)。

15 日开始实施的公积

金新政对额度进行调整，两
人及以上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职工家庭在市内六区购
买自住住房的，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最高可贷款额
度由 50万元提高到 60万元
(在章丘、平阴、济阳、商河四
县市购买自住住房的由 40
万元提高到50万元)。

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职工家庭在市内六区购
买自住住房的，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最高可贷款额
度由 25万元提高到 30万元
(在章丘、平阴、济阳、商河四
县市购买自住住房的由 20
万元提高25万元)。

利率：今年下调4次，新房销量同比增2万套
历史数据显示，今年济

南市公积金贷款曾经历了 4
次利率下调，每次下调幅度
都为0.25%。

累计来看，5 年以下公
积金贷款利率由 3.75%下调
至2.75%，5年以上公积金贷
款 利 率 由 4.25% 下 调 至
3.25%。

4次利率下调降低了购
房市民在还公积金贷款时
的月供。以最常见的贷款
50万元为例，以等额本息还
款方式，按照今年第一次调
整前的数据，5 年期以上利
率为4.25%计算，贷款30年，
每月还款 2459.7元，累计还
款总额为 885491.8 元。而

按照4次调整之后的数据，5
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为 3.25%
计算，贷款 50万元，贷款 30
年每月还款 2176.03 元，累
计 还 款 总 额 为 783371.37
元。每月还款减少 283.67
元，累计还款减少102120.43
元。

统计发现，今年以来济

南市公积金政策累计调整
了 8 次，其中利率的调整就
占了“半壁江山”。公积金
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购房市民的负担，在
购房信心提振方面的作用
也很明显。据了解，前 9 个
月济南新建住宅网签量同
比去年增加约两万套。

首付：首套房门槛一降再降，“史上最宽松”

近日，从东营市人社局
社保中心获悉，自 9月 28日
起，对东营市参保居民在本
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
院和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的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
实现大病保险与基本医疗
保险同步即时联网结算，意
味着大病保险也可以实现
即时报销。

据了解，按照《山东省
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实施方
案》，2015 年居民大病保险
不再执行 20 类重大疾病补

偿政策，统一按医疗费用额
度进行补偿。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将从 2014 年的 1 万
元提高到 1.2 万元，个人负
担的合规医疗费用 1.2万元
以下的部分不给予补偿，个
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 1.2
万元以上(含 1.2万元)、10万
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50%补
偿；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
20 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60%的补偿；20万元以上(含
20 万元) 部分给予 65% 补
偿。报销比例总体相比

2014年提高 5%。一个医疗
年度内，居民大病保险每人
最高报销额度从 2014 年的
20万元提高到30万元。

居民大病保险 2014 年
采用手工报销的方式，参保
居民出院后，提交住院清
单、基本医保结算单等材料
到保险公司，报销时间比较
长。实现即时联网结算后，
居民大病保险跟基本医疗
保险同步结算，参保居民出
院只需交纳个人自付部分，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报

销部分和大病保险补偿部
分均由医疗机构垫支。

需要注意的是，大病保
险实现联网即时结算的须
在《东营市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统筹费用结算单》上签注
领款人姓名、联系电话及与
患者关系后交还医疗机构
结算窗口。本年度联网结
算前达到大病报销条件的
居民还需提交报销材料到
保险公司或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大病保险窗口办理报
销手续。 (黄河口晚刊)

东营居民大病保险可即时报销
额度提高到30万

近日，济南市有关部门在泉城路设立自行车免费停放处，有效解决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及占用人行道和盲道的问题。
（济南日报）

自行车免费停放

为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近日菏泽市质
监局针对当前部门、单位及其领导干部和工作人
员存在的“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启动专项整治活
动，切实促进机关效能提升、干部作风转变，让“不
担当不作为”者无立足之地，在全局营造干事创
业、奋发有为的良好风气。

整治“不担当”问题重点是不愿担当、不敢担
当、不善担当；整治“不作为”现象重点是不愿作
为、不能作为、不善作为。菏泽市质监局成立督导
组，采取随机抽查、重点检查、明查暗访等方式督
促各单位严格按照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专项
整治工作。实行台账管理，公示工作日志，建立工
作实绩档案。实行反向测评，形成倒逼机制。在
年度考核工作中，设置反向测评项目，从行政服务
中心的退办件、便民服务中心派单未落实件、重复
上访案件、执法投诉案件等方面倒查群众反映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形成倒逼机制。
对有关整治工作不力，查纠问题效果不明显，特别
是零查处零报告的，视情况公开通报批评，并作为
明查暗访的重点；对查处的典型问题，一律点名道
姓公开通报曝光。通过群众反映、社会舆论曝光、
综合分析研判、各种考核评议，以及菏泽市领导、
纪检机关、督查部门、“两代表一委员”等不同途
径，广泛收集不担当不作为线索。对不担当不作
为未整改或整改效果不明显的，视情给予批评教
育、责令检查以及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
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移交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对不担当、不作
为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停职检查、公
开道歉；对缺乏工作热情激情、事业心责任心不强
的，建议职务进行调整；对工作严重失职不作为引
发重大责任事故的，责令辞职或给予免职、降职处
理。 （菏泽日报）

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让不作为者无立足之地

从济宁市安监部门获悉，为强化安全生产基
层基础工作，济宁市决定在全市乡镇实行安全生
产检查员制度，并建立乡镇安全生产检查员队伍，
这将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检查力量向乡镇下沉。

各县（市、区）将根据所属乡镇的经济总量、生
产经营单位数量、规模企业数量、产业构成及行政
区域面积等因素，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确定安全
员数量。原则上，济宁市安全员配备总数不超过
500人，其中工业比重较大的乡镇配备 5名安全
员，其他乡镇配备3名安全员。同时，人员密集场
所(含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复杂，危化品生产、经
营、运输及矿山企业较多，城乡结合部面积较大的
乡镇、街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安全员
配备数量。各县（市、区）应于2015年12月底前完
成本地区安全监管任务较重乡镇的安全员队伍建
设工作，2016年底前，完成本地区所有乡镇的安
全员队伍建设工作。

安全员将主要承担本辖区内日常安全生产检
查工作，检查本辖区内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治及
职业卫生；负责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及相关要求，参与乡镇安监机构组织的专项整治
和隐患排查；此外，安全员还要协助相关部门和单
位做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生产安全事故现场保
护、人员和财产抢救、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等工
作。 （济宁晚报）

强化安全生产基层工作

建乡镇安全生产检查队伍

10月13日,从潍坊市教育局获悉,为进一步规
范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潍坊市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提升学校食堂管理服务质量的通知》。
要求学校积极推行学生营养配餐制度,主动与食
药部门联系,建立定期食堂检查、食品抽检联动机
制,控制食品价格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

保障学生和家长知情权是帮助学校食堂提高
服务质量的重要措施。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出台
规定,明确坚持学校领导陪餐制度,提倡学校举办
食堂开放日、家长陪餐日等活动,各学校要积极推
行学生营养配餐制度,提前一周向学生公开营养
食谱。 （潍坊晚报）

提升食堂管理服务质量

学校提前公开营养食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