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报消息（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蒲郁文）重庆再增一项二手房过户便

民新举措。3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针对买卖双

方贷款银行是同一银行的情形，重庆

全面推行二手房双预告“带押过户”，并

发布了涵盖二手房交易登记4种办事

场景的流程图，供市民办事参考。

双预告“带押过户”，是指针对有

抵押的二手房交易，无需提前归还旧

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预告

登记、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

等手续。“带押过户”的买卖双方与银

行达成有关协议后，银行提供放款、

还款、尾款支付等房款结算服务。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二手房双预告“带押过户”中的“双

预告”，是指二手房转移预告登记和抵

押预告登记。双预告登记可以网上申

报，全程网上办，共有3个办理渠道:通

过“渝快办”平台自行申报、授权银行

代为申报或授权中介代为申报。

双预告登记依据《民法典》办理，

在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协议后就可以

立即申报，登记后即锁定买卖双方和

买方银行，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

押权悬空等风险，及时给予各方主体

权益保障。

双预告“带押过户”仅需 3 个步

骤：第一，网上办理双预告登记；第

二，买卖双方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现场

办理过户，同时预告抵押权转正式抵

押权自动完成；第三，银行按约完成

放款、还款、尾款支付等房款结算，网

上办理原来的抵押权注销。

“数字化、智能化让二手房过户

更安全。”该负责人表示，办事流程发

起后，系统智能识别卖方名下可交易

房产，自动将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归

集到申报材料中，确保交易真实。买

卖双方只需在手机上核对签名即可

完成双预告登记申报。同时，实行

“一网控办”，办事全程指引，办理进

度和结果会及时告知买卖双方、银行

等各方办事主体，全流程可控可溯。

去年10月，重庆启动二手房双预

告“带押过户”试运行。至今，重庆农

商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全市办理100

余件二手房双预告“带押过户”，运行

情况良好，基本上过户当天就能完成

房款结算。

此次全面推行后，各家银行将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逐步分批向公众全

面提供房款结算服务。接下来，更多

群众可以享受到双预告“带押过户”

便利，不用再愁“过桥资金”，交易周

期大幅缩短，买卖二手房更安全、更

快捷、更放心。

更安全 更快捷 更放心
重庆全面推行二手房双预告“带押过户”

本报讯（通讯员 江策 文/图）“先将

孔挖标准，填入少量细泥，再将辣椒苗

放入孔内。”“注意，辣椒苗根茎切记不

要靠近薄膜，否则薄膜中散发出的热气

会影响辣椒苗生长。”近日，在王场镇双

龙村柏顺组辣椒示范片现场，该镇辣椒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正在为村民们详细

讲解辣椒苗移栽技术。

俗话说，“苗好一半收”。去年10

月以来，在王场镇党委政府的安排指

导下，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辣椒

专业合作社利用“石椒五号”集中开展

大棚辣椒冬季育苗工作，严格按技术

操作规程开展种子消毒、浸泡、下种等

工作，培育出了4亩优质辣椒苗，为全

镇两个 100 亩辣椒示范片、两个 50 亩

辣椒示范片以及辣椒种植大户、一般

农户提供优质种苗100多万株，为辣椒

产业增产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集中栽前技术培训，坚持

开展移栽技术指导服务，做到不培训

不栽植。”该镇农服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笔者，近段时间以来，天一亮，该

镇农服中心便组织技术人员前往辣

椒示范片开展辣椒移栽技术培训。

“如果使用统一提供的辣椒苗，

再按我们集中培训的技术进行移栽，

生长过程中，坚持做好除草施肥、防

病治虫管理等工作，预计亩产5000斤

以上，按订单保护价 3 元 1 公斤计算，

每亩收入可达 7500 元左右。”该镇辣

椒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现场为村民算

起收入账。

据了解，近年来，王场镇党委政

府针对村民技术贫乏，产业效益低下

等问题，积极转变“三农”工作服务方

式，采取统一培育优质辣椒苗供给，

技术指导到现场，并全程开展产前、

产中、产后跟踪服务，用真情、真心服

务春耕春播，助力村民增产增收。

王场镇开展辣椒移栽技术服务

技术人员正在对辣椒苗移栽进行技术讲解

本报讯（记者 谭艳波 通讯员

颜华 文/图）春暖花开，踏青赏花

正当时。3 月以来，三河镇 1800

余亩油菜花迎春绽放，吸引了不

少市民前来游玩。

在川主社区，油菜花已进入

盛花期，金黄花海“铺”满田野，市

民约上三五好友踏青赏花. 观光

小火车体验项目更是成为花田里

的一大亮点。

据了解，近年来，三河镇围绕

油菜做出产业发展“大文章”，不

断优化农业产业发展方式，结合

区域优势发展城郊旅游，探索农

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持续带

动群众稳定增收，不断壮大村集

体经济。

在油菜产业发展方面，三河

镇走上“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

路子，实施宜机化改造，进行高标

准农田建设，让“巴掌田”“鸡窝

地”蝶变为“整片田”“宜耕地”。

同时，该镇还大力推广“油菜+水

稻”轮作、“鱼稻共生”生态发展模

式 ，提 升 土 地 复 种 指 数 和 附 加

值。目前，该镇配置全自动收割

机、飞防无人机等农机具32台次，

已实现油菜“耕种管收”全程机械

化作业，全年种植油菜面积 1800

余亩，产量预达280余吨。

除发展产业外，三河镇还做

“精”城郊旅游，走农文旅融合发

展之路。以油菜花海为主题背

景，该镇打造“麦田禾谷”现代农

业田园综合体，将“小、散、乱”的

采摘园、农家乐纳入乡村旅游发

展“大盘子”，同步规划、分期建

设、联合运营。

田园综合体还添设有观光小

火车、烧烤露营、康养小吃等体验

项目；扩建旅游公路 3.6 公里，新

建康养慢行步道 0.8 公里，新增停

车位153个，旅游公厕2座。

随着三河镇油菜花、樱花、桃

花次第开放，今年春季预计吸引

赏花游客 12 万人次以上，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500余万元。此外，为

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该镇还持续

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建立“村集

体+公司+合作社+农户”联农带

农机制。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可享

受分红，还通过开办小吃摊、销售

土特产品等，在家门口就分享到

乡村旅游“红利”，吃上了“旅游

饭”。

三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他们将进一步做大油菜产

业，做强旅游品牌，走好走稳农文

旅融合发展路子，带动群众稳定

增收。

三河镇“以花为媒”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三河镇油菜花已进入盛放期

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 通讯

员 仁青达措 文/图）小厕所连着

大民生，小环境折射大文明。今

年以来，石家乡通过积极宣传、技

术培训、现场指导、严格监管，扎

实有序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工

作。

近日，在该乡黄龙村黄连组，

卫生厕所改造工作正紧锣密鼓地

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

员边搅拌水泥、搬运砖块，边忙碌

着砌建厕所和三格式化粪池。

“农村改厕的核心环节是厕

所粪污治理，而三格式化粪池是

厕所改造工艺中最重要的环节。”

石家乡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三

格式化粪池的主要作用是对粪便

进行无害化处理，杀灭粪便中的

寄生虫卵、细菌，净化后的污水仍

可实施灌溉，既可增加土壤肥力，

实现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又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助推乡村振兴，进一步增强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据介绍，今年以来，石家乡

按照“愿改尽改、能改尽改、应

改尽改”原则，通过入户走访、

召开群众会等方式，大力宣传

农村“厕所革命”意义和改厕相

关政策，一对一为群众算好“经

济账”和“生态账”，引导还未改

厕的群众积极参与卫生厕所改

造。经过深入宣传和发动，截

至目前，全乡有 26 户农户递交

了自愿改厕申请书。

为确保改造一户、合格一

户，石家乡对申请改厕农户进

行了技术培训。培训中，相关

负责人通过发放改厕示意图、

播放 PPT、现场解答等方式，对

改厕的技术要求、管道铺设、日

常管理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并就厕所改造过程中常见问

题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使改厕

群众掌握到了技术要领和日常管

理方法。

连日来，石家乡按照“统筹协

调、建管并重、有序推进、长效运

行”的基本思路，精心组织，严格

技术指导和质量管控，正全力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以前家里的老式厕所很不

卫生，也不方便，尤其到了夏天，

蚊蝇滋生，恶臭难闻，让人十分难

受。在乡党委政府的引导下，我

家厕所改造后，上厕所也闻不到

异味了，现在既干净又方便，居住

环境也大有改善。”谈到厕所改造

后的使用效果，石家乡九龙村官

田组村民王福良赞不绝口。

石家乡推进“厕所革命”助力乡村振兴

施工人员正在作业中

本报讯（记者 周伟）3月17日，我县成立新型材料产业联盟。县域内

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我县新型材料产业发展新方向。副县长何

德华出席联盟启动会。

启动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新型材料产业联盟建设背景，宣读了

联盟倡议书。与会人员讨论了联盟年度工作计划，并推举西南水泥有限

公司为首轮链主企业负责组织联盟成员企业参与活动。

据了解，首轮加入联盟的企业有11家，各企业可本着自愿原则加入

或退出联盟。联盟的成立，将为县域相关企业搭起新材料产业多领域、

多层级沟通融合的服务平台，有助于促进相关企业在科研、生产、销售等

方面共享资源、协同发展。

何德华对联盟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表示，新型材料产业联盟的成立

对我县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成员企业本着合作共赢的

理念，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把联盟发展成企业之家，建设成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之一。

我县成立新型材料产业联盟

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 通讯员

杨宿红）春满山河际，奋进正当

时。近日，县乡村振兴局召开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2022年工作总结暨2023年

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对新年度的乡

村振兴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再推进。

为抓重点、强导向，确保各项

工作落实落细，工作会议上，全县

33个乡镇（街道）分管乡村振兴工

作的负责人依次作了交流发言。

县乡村振兴局分管负责人就各自

分管领域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

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对2022

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当前存

在的问题，就 2023 年重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据介绍，2022 年，在县委、县

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县重点抓“两

不愁三保障”巩固提升，推动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取得新

进展和新成效，脱贫人口人均纯

收 入 达 到 16821 元 ，同 比 增 长

13.6%，总体实现了“一个不返贫、

两个增收、三个示范、四个提升”

目标。即高度关注低收入群体，

实现了“一个不返贫”；突出抓好

产业与就业，实现了脱贫群众和

监测对象“两个增收”；积极推动

社会帮扶，初步形成了“三个示

范”；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了

乡村面貌“四个提升”。

会议要求，2023年度，全县乡

村振兴工作要坚持“稳进增效、除

险清患、改革求变、惠民有感”工作

导向，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

兴”工作思路，不断强化工作调度，

落细落实工作举措，进一步发挥考

核指挥棒作用，通过赛马比拼，奋

力交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高分报表”。

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要

重点抓好“六个三”，着力呈现

“六种色”。即立足产业、就业、

基业“三业”，提升丰衣足食的成

色；着力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制

度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三

建”，映衬和美乡村的底色；深化

东西部协作帮扶、中核集团定点

帮 扶 、“ 万 企 兴 万 村 ”帮 扶“ 三

帮”，聚集社会援助的景色；聚焦

脱贫群众收入提升、村集体经济

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三提”，

绘就群众收入的金色；规范帮扶

政策管理、资金项目管理、干部

队伍管理“三管”，突出乡村振兴

的行色；建立闭环落实机制、赛

马比拼机制、案例复盘机制“三

制”，强化争先创优的角色。

县乡村振兴局对年度工作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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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 通讯员 张

巧竹）为让“环保卫士”不再“灰头土

脸”，近段时间，悦崃镇组织镇村（社

区）干部、志愿者、公益岗位人员，对

辖区的生活垃圾桶展开“洗澡”行动。

据介绍，垃圾桶是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垃圾

桶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表面上会

沾满灰尘，内壁会布满污渍、油渍，直

接影响其美观整洁、使用时间和乡村

环境的形象。特别是随着天气日渐

转暖，更容易成为滋生蚊蝇、传播疾

病的温床。

为保持垃圾桶清洁，创造干净卫

生、整洁的宜居环境，连日来，悦崃镇

的镇村组干部和公益岗位人员，拿着

清洁工具，擦除辖区公路沿线和各大

院落垃圾桶表面的污垢和灰尘，再用

清洗剂对垃圾桶的表面进行“洗脸”，

对桶内进行“净身”。经过“洗澡”后，

原本“蓬头垢面”的垃圾桶焕然一新。

家住悦黄路公路边的新城村村

民们说：“垃圾桶经过清洗之后，干

净、卫生、美观了起来。”并纷纷表

示，将自觉维护身边的环境，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共同呵护美丽的乡村

环境。

“垃圾桶是环卫公共设施，也是

乡村文明的象征，保持好垃圾桶的洁

净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悦崃

镇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洗澡”行动，

共清洗辖区公路沿线和各大院落的

垃圾桶 720 余个，有效地改善了村庄

环境。同时，将持续引导村民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积极行动起来，齐心

协力打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悦崃镇对垃圾桶“洗澡”
呵护美丽乡村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