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公租房保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近日出台！
《实施细则》由市住建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对公租房的保

障申请条件、条件认定标准、保障资格确认、实物配租保障、货币补贴保障、保障后续管理等具体规
定进行明确和细化。

新出台《实施细则》有哪些政策亮点？记者邀请宁波市住房保障和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进行了权威解读。

我市十部门联合发布重磅政策

公租房保障实施细则出台
“非本地城镇户籍家庭”纳入保障
填补以往政策的保障空白

今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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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合规使用信用卡
张某刚离婚不久，又因为赌博，将

积蓄挥霍一空。正当张某一筹莫展的
时候，朋友王某给他支了一招，可以申
请办理银行信用卡，然后通过熟悉的
pos 机进行套现，并支付一定的手续
费。张某瞬间找到了来钱的“渠道”，7
年时间里，在17家银行累积办理了35
张信用卡，共计套现35万元，通过“以卡
养卡”的方式不断循环，导致雪球越滚
越大，到最后实在转不动了，被公安机
关依法采取刑事措施。根据刑法有关
规定，信用卡逾期达3个月以上，金额达
5万元以上，经银行有效催收2次以上仍

拒不归还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信用卡诈
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交通银行宁波分行提醒：
一、信用卡的主要作用是满足金融

消费者日常、高频、小额的消费需求。
但是有些消费者过度依赖信用卡透支
消费，背负了超出其偿还能力的大额信
用卡贷款，甚至陷入了“以贷还贷”。消
费者应当正确认识到信用卡的功能，理
性透支消费，不要以卡养卡，以贷还贷，
更不要短借长用，应合理发挥信用卡消
费类贷款的消费支持。

二、信用卡如有欠款或者拖欠年费

的情况，会产生息费成本，也可能影响
个人征信。消费者在申请、使用信用卡
时，应充分了解信用卡的计息规则、账
单日期、年费、违约金收取方式等，信用
卡分期还款和最低还款方式可以暂时
缓解压力，但是也会产生相应的费用和
利息。消费者应当合理选择信用卡分
期还款或者最低还款方式，避免信用卡
逾期。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使用信用卡消费时，应合理合规使
用信用卡，规划资金，做好个人和家庭
资金情况安全管理。考虑自身实际需

求、收支情况，理性消费，坚持“量入为
出”的科学消费观，做好个人和家庭财
务统筹，防止因为过度消费而影响日常
生活。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方青瑶 韩庆江 郑波

根据《实施细则》，公租房保障
家庭包括本地城镇户籍困难家庭、
非本地城镇户籍困难家庭。

据介绍，为构建分层分类保障体
系，《实施细则》对“本地城镇户籍困
难家庭”细分为三类，即“城镇住房救
助家庭”“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同时，按照收入困难程度分类
界定：城镇住房救助家庭应取得民政
等部门核发的《宁波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证》等困难证明；城镇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低
于上年度可支配收入的60%、100%
进行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细则》中
对“非本地城镇户籍家庭”的保障，填
补了以往除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
业外来务工人员以外的本市其他地区
符合保障条件群体的保障空白。同
时，明确在本市各地缴纳社保年限可
以互认连续计算，解决当前人员流动
性大、缴纳地调整频繁的现实问题。

明确公租房两种保障方式

确定实物配租或者货币补贴保障方式。
实物配租方面：
对优先配租和定向配租家庭进行明

确，坚持困难优先，确定不同情形家庭的配
租排序：

“不同类别保障家庭的优先排序：城镇
住房救助家庭（含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
人员）、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中
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非本地城镇户
籍困难家庭。”

“同类别不同情形家庭的优先排序：无
房家庭、有房家庭。”

“同类别同情形下优先家庭：优抚对象、
消防救援人员、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三
孩家庭、省部级（含）以上劳动模范、市级见义
勇为人员、70岁（含）以上老人、从事基本公共
服务行业一线从业人员。”

同时，规定环卫、公交等基本公共服务
行业从业人员以及重点扶持企业困难职工
等特定群体，经当地政府同意可以给予定
向配租。

对人口户型配租原则进行明确，1-2
人家庭配租一居室，但是家庭成员两代的
可配租二居室；3人及以上家庭可配租二
居室（含）以上。

在房源充足的情况下，配租户型、配租
面积可适当放宽，但配租面积原则上不超过
公租房保障面积标准的1.5倍。

货币补贴方面：
明确各类家庭的保障原则，对本地城

镇户籍困难家庭，规定依申请应保尽保；对
非本地城镇户籍困难家庭，根据货币补贴
保障计划有序保障，明确排序在保障计划
数内的家庭及时给予保障，排序在计划数
外的家庭应在一年内给予保障。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俞思原

城镇住房救助家庭申请公租房
保障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 主申请人是具有申请地区
（县、市）城镇户籍的本市城镇常住
人口，同时是民政部门签发的《宁波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宁波市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或《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证》或者市总工会核
发的《特困职工证》的户主或持证
人。共同申请人是上述证件中载明
的正在保障人员。

2.家庭在本市无现有住房，或
家庭人均现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申
请地区（县、市）规定标准。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
公租房保障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 主申请人是具有申请地区
（县、市）城镇户籍的本市城镇常住
人口，其中，年龄未满28周岁的单
人户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主申

请人，申请前12个月内应在本市累
计缴纳6个月（含）以上的社会保险
且处于在缴状态。

2.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财产低于申请地区（县、市）
规定标准。

3.家庭在本市无现有住房，或
家庭人均现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申
请地区（县、市）规定标准。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申请公租房保障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 主申请人是具有申请地区
（县、市）城镇户籍的本市城镇常住
人口。其中，年龄未满28周岁的单
人户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主申请人，申请前12个月内应在
本市累计缴纳6个月（含）以上的社
会保险且处于在缴状态。

2.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财产低于申请地区（县、市）

规定标准。
3.家庭在本市无现有住房，或

家庭人均现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申
请地区（县、市）规定标准。

非本地城镇户籍困难家庭申请
公租房保障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主申请人是与申请地区（县、
市）注册登记单位签订劳动（工作）
合同或者在申请地区（县、市）人力
社保部门办理灵活就业登记的本市
城镇常住人口。

2.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财产低于申请地区（县、市）
规定标准。

3.家庭在本市无现有住房。
4.主申请人申请前6个月在本

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且处于在缴状
态，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主申请人
申请保障时应当在市级或申请地区
（县、市）缴纳社会保险。

四类保障对象的申请条件

明确申请渠道，即申请业务主要通过
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APP申报，实
现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申请。同时，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受理机
构，就近线下给予辅助申请。

明确申请材料，一般家庭仅需要提供身
份证、户口簿等基本材料，并强调通过政务共
享平台能查询到的证明材料，申请家庭无需
重复提供。

明确“线上线下”申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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