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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重庆成为全国高温中心，近期连日霸榜
高温排行榜。据重庆医疗急救中心消息，近
期全市120报警量居高不下，求救电话大多
与极端天气导致的疾病有关。有记者在户外
地面放上温度计，温度飙升至70℃以上。

8 月 29 日至 31 日，重庆持续高温，热力
不减，最高气温超40℃，且夜晚暑热在线。

因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重庆市38个区县
及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分别发布延迟开学通知，中小学、幼儿园
2024年秋季学期开学时间延迟至9月9日。

医生提醒，当人们暴露于高温或者高湿
环境下，如果不引起重视，可能发展成轻症中
暑，应及时脱离高温高湿环境，适当补充水
分，注意休息。如果发展为重症中暑，包括热
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应到医院寻求帮助，
如不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

8 月 24 日出伏，今年的三伏天整 40 天，
属于“加长版”。南方多地火力全开、高温持
久，网友纷纷吐槽“热到根本停不下来”“命是
空调给的”。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消息，今年
三伏，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3.24℃，为史上最
热。最闷热的大城市当属上海，三伏焖蒸桑
拿天达到了 38 天，一出门就如同进了桑拿

房。杭州、南京、武汉、南昌、西安桑拿天也有
30天以上，“外出五分钟，流汗一小时”。

虽然已经出伏，南方的高温还将持续一
段时间。据预报，四川、重庆等地局地可达
40℃至 42℃。“秋老虎”的凶猛，令人感到秋
天不像个秋天。

天气越来越热，今年夏天尤其突出，这是
为什么？科学家在研究，气象工作者在探索，
群众在热浪中发问。

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目前大家公认的
是温室气体的不断积累，特别是二氧化碳、甲
烷和氮氧化物的增加，这些温室气体就像一
床无形的毯子，将地球的热量困在了大气
中。此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类活动的
增加也加剧了“温室效应”。

一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最新研究
中，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领导的科学团队分
析了太平洋积淀物，发现全球气温最高还可
能上升14℃，远远超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预测说，只有地球面

临最极端的情况时，2100年的气温才会达到
如此高的高度。

减少二氧化碳浓度对缓解全球变暖是重
要的。作为普通市民，我们怎样才能通过“低
碳生活”减少能量消耗，特别是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呢？主要做到
10个方面的生活细节就可以办到——

1.空调调高一度：全国算起来每年节电
33亿度。

2.选用节能空调：如果全国的家庭都用
节能空调，每年节约的电能相当于少建一个
6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还能减排温室气体
330万吨。

3.用节能灯：如果全国使用12亿个节能灯，
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

4. 电视屏幕暗一点：全国目前有 3 亿台
电视，仅调暗亮度这一个小动作，每年就可以
节省电50亿度。

5.用完电器拔插头：这个小动作如果人
人坚持，全国每年可省电180亿度。

6. 科学用电脑：暂时不用电脑时，可设置
进入睡眠模式；彻底不用电脑时，拔掉插头（或
开关），坚持这样做，每天至少可以节约1度电。

7.用节能型冰箱：一台268L的节能型冰
箱，在寿命期内，可节省电费2000元左右。

8.巧用电冰箱：减少开门次数，将冷冻室内
需解冻的食品提前取出，并放入冷藏室解冻，关
掉冰箱里的灯，每台冰箱每年能省20多度电。

9.煮饭提前淘米：提前淘米并浸泡10分钟效
果更佳，再用电饭锅煮，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节
电约10%。如果全国1.8亿户城镇家庭都这么做，
每年可省电8亿度，减排二氧化碳78万吨。

10.日常省水有妙招：洗脸之后的水可以
用来洗脚，洗衣、洗菜的生活废水可以冲厕
所，仅一个三口之家，每月能节水1吨以上。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自然灾害增多、淡水资
源减少、破坏海洋生物链、影响人类健康等多种
威胁，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看起来是一个
宏大叙事，其实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作为个人，时时节能，
处处低碳，就是对保护地
球生态环境最好的贡献。
也许，我们离“凉快”的日
子就会更近一步。

以热为“镜”低碳先行
□ 罗义华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1日从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 31日，为期 62天的铁
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 8.87 亿人次，同比增长 6.7%，日均发送旅客
1431.2万人次，创暑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其中8月10
日至12日连续3天单日客流超1600万人次；国家铁路累
计发送货物6.7亿吨，货物发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运输
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期铁路学生流、
旅游流、探亲流等客流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保
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客货运输和防洪安全，精心
组织暑期旅客运输，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有力保障了
人民群众出行和社会物流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
可靠保障。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
力挖潜扩能，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
行旅客列车10905列，同比增加636列、增长6.2%。与此同
时，铁路部门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旅客出行体验。铁
路12306客户端推出“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学生出行需求
采集”新功能，学生旅客可为本人和2名同行乘车人提前预
约购票，暑运期间累计发售学生票1432.3万张。

货运方面，针对多地持续高温天气、用电量攀升的情
况，铁路部门加大能源保供运输力度，用好大秦、浩吉、瓦
日、唐呼等铁路主要煤运通道，动态掌握重点发电企业用
煤需求，实行运力倾斜，给予重点保障，国家铁路发送电
煤2.5亿吨，全国371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可耗天数始终
保持较高水平，较好地服务了各地迎峰度夏。

8.87亿人次！全国铁路暑运
发送旅客创历史同期新高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 韩佳诺 潘洁）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8月31日发布数据，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49.1%，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
表示，受近期高温多雨、部分行业生产淡季等因素影
响，8月PMI有所下降，景气水平有所回落。生产指
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8%和48.9%，比上月下降
0.3和 0.4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
有所放缓。

大型企业 PMI 保持扩张。大型企业 PMI 为
50.4%，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位于
临界点以上，持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48.7%和 46.4%，比上月下降 0.7和 0.3个
百分点，中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从
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分别
为 51.7%和 51.2%，比上月上升 2.3和 1.7个百分点，
重返扩张区间；消费品行业 PMI为 50%，位于临界
点；高耗能行业 PMI为 46.4%，比上月下降 2.2个百
分点，高耗能行业景气水平偏弱且降幅较大，是本月
制造业PMI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价格指数持续回落。受需求不足以及原油、煤
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主要原
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43.2%和
42%，比上月下降6.7和4.3个百分点。

新华社重庆8月29日电（记者 王立彬）作为重要的
新型基础设施，“地上下、陆海域、二三维”一体化覆盖的
实景三维中国将于 2025年初步建成，2030年全面建成，
从而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基底。

2024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
主场活动29日在重庆举办。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自
然资源副总督察刘国洪在致辞中说，实景三维中国作为
真实、立体、时序化反映我们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时
空数据，随着社会数智化转型加快，其作用和价值日益突
显。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加快建立新一代国
家测绘基准体系，推动空间地理数据覆盖从陆地表面向
海洋、水下、地下全范围覆盖、全地域延伸，加快建设“地
上下、陆海域、二三维”一体化的实景三维中国，不断提升
数据资源覆盖度、精细度、新鲜度、丰富度，以实景三维中
国描绘美丽中国，服务数字中国建设。

按自然资源部《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总体实施方案
（2023-2025年）》以及加快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
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2025年我国将初步建
成实景三维中国，5米格网地形级实景三维基本建成，5
厘米分辨率城市级实景三维初步实现对地级以上城市覆
盖；95%的用户使用公众版测绘成果，新一代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建设基本完成。到2030年，实景三
维中国全面建成，时空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基本形成，
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4），
目前全国 31个省区市已将实景三维建设纳入基础测绘
规划、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或测绘地理信息发展规
划，2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编制了实景三维建
设实施方案。

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1%

“实景三维中国”2030年全面建成

□ 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用虚假身份信息购买机票，再办理纸质版临时乘机
证明，想以此蒙混过关登机？不得行了！8月30日，记者
从重庆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该分局联合重庆机场集
团自主研发出“人码互联”核验技术，一秒就可以精准识
破冒名顶替或“偷梁换柱”者。该技术填补了民航等客运
领域智能化核验纸质版临时身份证明及自动报警的空
白，属全国首创。

“人码互联”技术是将人工肉眼比对变为系统智能比
对、传统电话报警变为系统全自动流转报警的新型安检手
段。具体为：民警在原有的临乘证明办理系统内嵌入“人
码互联”数据模块，乘客在机场办理纸质版临时乘机证明
时，系统就会将办证旅客的人像照片、姓名、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等信息，以二维码方式打印在纸质版临时乘机证
明上，也就是给纸质版证明赋予了一个“电子身份证”。

乘客过安检时，安检人员用扫码枪轻轻一扫，系统就
会自动将乘客的姓名、证件信息、现场人像等进行“三重”
智能比对，确保“人”与“身份”匹配，实现“一码整合、扫码
展示、全量对比、自动报警”，整个过程不超过 1秒（以前
至少需要两三分钟），准确率超99%。

重庆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缓解暑
运给安检工作带来的压力，“人码互联”核验技术已在江
北国际机场T2、T3航站楼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共查验了
临时乘机证 35000余份。投用以来，安检人员通过此系
统在查验过程中发现了“同名不同号”乘机人员1名。

该负责人说，该技术还具有成本低、可复制、易推广、
见效快的特点，除了可在机场使用，还可在汽车站、客运码
头等使用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人证核验的场所广泛运用。

给纸质版临时乘机证明赋予“电子身份证”

过安检 重庆首创“人码互联”核验技术

8 月 31 日晚，大足市级非遗中敖火
龙、万古鲤鱼灯舞亮相贵州村超，为赛事
添彩，观众好评如潮。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摄

大足非遗
助阵贵州村超

□ 华龙网记者 董进

9月1日，重庆房地产市场再次迎来重大
调整。记者获悉，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出台
了《关于调整优化房地产交易政策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推出多条房地产新政，包
括调整新购住房再交易管理、进一步优化住
房信贷政策、支持住房“以旧换新”等。

变化一：调整限售管理，将“现房
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不纳入限售”调
整为“新购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均不纳入限售”。

政策原文：调整新购住房再交易管理。
自 2024年 9月 1日起，凡在重庆市中心城区
新购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的（以网签备
案时间为准），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即可上
市交易。

解读：这是重庆房地产“两年限售”政策
的再一次松绑。

去年9月1日，重庆将中心城区范围内新
购的住房由“须取得不动产权证满2年后才
能上市交易”，调整为“取得房屋买卖合同备
案证明满2年，且取得不动产权证后才能上
市交易”。

今年5月20日，该政策进一步调整，对实
行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在完成网签合
同备案并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即可上市交易。

而此次调整则进一步扩大不限售范围，
不仅是所有新建商品房都可享受该政策，同
时将二手住房也纳入其中。

不过，在本通知下发之日前已纳入限售
范围的住房，仍按原政策执行。即2023年9
月1日以前购买的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在
办理不动产权证满两年后可上市交易。2023

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购买的商品住
房和二手住房，买卖合同备案满两年且取得
不动产权证后可上市交易；其中，2024年5月
20 日后购买的商品房现房取得不动产权证
后即可上市交易。

案例：张先生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本通
知下发之日后）在中心城区某区购买了一套
住房（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并完成商品房
买卖合同备案，则该套住房不再纳入限售范
围，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可上市交易。

变化二：住房套数认定不再区分
中心城区和非中心城区。

政策原文：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在重庆市申请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仅核查家庭成员在
拟购住房所在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
的住房情况，家庭成员在拟购住房所在区县
无住房的，认定为首套房。

解读：去年9月，重庆优化个人住房套数
认定标准，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家庭成
员在当地名下无成套住房的，不论是否已利
用贷款购买过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
套住房执行住房信贷政策。

但该政策中的当地，当时是将中心城区
9 个行政区视为一个整体，居民家庭在中心
城区任何一个区有住房，那么再次在中心城
区范围内购房，就无法认定为首套房。

而此次政策调整后，仅核查家庭在拟购
住房所在区县的住房情况，这意味着居民家
庭倘若在江北区有住房，在渝中区无房，那么
在渝中区购房也可享受首套房政策。

案例：王先生家庭在重庆市某区（县）有
住房一套，现因职住平衡需要，拟在另一区

（县）（家庭无住房）新购商品住房一套，则其
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时可享受首套房贷
款政策。

变化三：“出租住房可不纳入住房
套数计算”范围，从中心城区扩大至全
市，并不限套数。

政策原文：居民将重庆市内自有存量住
房盘活用作租赁住房，且取得租赁合同备案
证明的，在重庆市购买住房时已出租的住房
可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支持商业银行
按认定的住房套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业务，加大让利力度。

解读：今年 5 月，重庆优化住房套数认
定。重庆市中心城区居民将自有存量住房盘
活用作租赁住房，且取得租赁合同备案证明
的，可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原则上一个
家庭只核减一套。

本次政策优化后，将支持范围由“中心城
区”扩大至“全市”，并由一个家庭核减一套调
整为按实际出租套数进行核减。

租赁合同备案证明向房屋所在地住建
部门申请出具。住房套数的认定，中心城区
向房屋所在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申请审
核认定，中心城区以外区县向房屋所在地住
建部门申请审核认定。各商业银行凭住房
套数认定证明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享
受相关优惠政策。住房公积金贷款、涉税套
数认定和住房存量贷款利率调整等不适用
本条政策。

案例：王先生家庭在重庆市某两个区
（县）各有1一套住房，均盘活用作了租赁住
房且取得了租赁合同备案证明，其再次在重
庆市内购买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时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

变化四：加大“以旧换新”补贴，从
“总额0.5%的补贴”调整为“不低于总
房款0.5%的补贴。”

政策原文：对2023年9月1日以来出售重
庆市内自有住房，并于2024年9月1日—12月
31日在中心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以网签
备案时间为准）且完成契税缴纳的，由中心城
区各区政府（管委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给予
每套新购住房不低于总房款0.5%的补贴。鼓
励各区政府（管委会）加大补贴力度。

解读：为了支持住房“以旧换新”，今年5
月，重庆对“换新购”给予购房补贴，提出由房
屋所在区政府（管委会）给予新购商品住房购
房款总额0.5%的补贴，购房补贴以货币或消
费劵等形式一次性发放。

本次政策优化调整为不低于“总房款
0.5%的补贴”，并鼓励各区政府加大补贴力
度。目前，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正抓紧
明确补贴标准，制定实施细则，具体补贴标准
和办理流程以各区政府（管委会）公布为准。
中心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购房补贴咨询电
话：渝中区 023- 63848127，大渡口区 023-
68950770，江 北 区 15213228550，沙 坪 坝 区
023-65155617，九龙坡区023-68036877，南岸
区023-62988256，北碚区023-68861753，渝北
区023-67808408，巴南区023-66232970，两江
新区 023-63084029、023-67007587（保税港
区），高新区023-68820138。

案例：王先生于2023年10月1日出售了
重庆市内（中心城区或远郊区县）自有住房一
套，并于2024年9月20日在中心城区购买了
新建商品住房一套并完成契税缴纳，则王先
生可享受房屋所在区政府（管委会）给予的不
低于新购住房总房款0.5%的补贴（具体标准
以各区政府（管委会）公布为准）。

重庆房地产推新政：

“两年限售”再松绑、出租住房可不纳入住房套数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