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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开展城市体检  查找安全隐患和短板

北京市日前召开的城市安全形势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新闻发布会透露，北京将启动城市专项体检，查找城市公共设施安全隐

患和突出短板。

据介绍，北京将加强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开展城市专项体检，查找城市公共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突出短板以及城市建

设在应对重大传染病问题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把城市安全韧性作为城市体检评估的重要内容。同时，将城市安全发展落实到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建立城市安全平台体系，推动城市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在建筑物改建改用隐患排查及违法建设查处方面，北京将全面排查利用原有建筑物改建改用为酒店、饭店、学校、体育馆等人员聚集

场所的安全隐患，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违规改变建筑主体结构或使用功能等造成安全隐患行为，督导各区整治安全隐患。

● 平顶山市：科学引导乡村特色风貌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组织编印5600份《农村建筑风貌引导》《美丽乡村民居图案》彩页和300套《美丽乡村民居参考图集》文本，

发放到每个乡镇，张贴到每个行政村，加强农村特色建筑风貌引导，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一是注重实效，线上线下引导。为提高农村建筑风貌引导宣传实效，破解村民看不懂、听不明白、操作不成的瓶颈，精心编印《农

村建筑风貌引导》《美丽乡村民居图案》彩页张贴到全市每个行政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村民什么是农村建筑风貌、平顶山市农村

传统风貌的特色是什么以及在村庄建设中应该注意什么等；精选9类体现平顶山市地域特色的民居配以简单易懂的施工图绘制成图集，方

便村民参考。同时，“线上”建立农村建筑风貌引导工作群，制作美篇等宣传推广，推送各地好经验好做法。

二是完善机制，上下联动实施。为确保农村建筑风貌引导工作不流于形式，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把此项工作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公布咨询电话，指派专人负责，及时答疑解惑，确保《美丽乡村民

居参考图案》发放到每个乡镇，《农村建筑风貌引导》《美丽乡村民居图案》彩页张贴到每个行政村。同时，积极推动开展设计师下乡

服务活动，探索建立设计师下乡服务机制，为农村建筑风貌引导提供技术支撑。

● 四川：早谋划抓落实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四川省委、省政府对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的安排部署，根据相关工作要求，入汛以来，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认真抓好城市（县城）排水防涝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及早部署。2020年全国城市排水防涝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四川立刻召开全省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

困难，对2020年工作进行安排布置。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汛期城市（县城）排水防涝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2020年城市（县城）排水防

涝汛前自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5月初，启动为期2个月的城市（县城）排水管道清淤疏通专项行动，组织开展城市排水防涝安全责任人、

重点易涝点信息和整治责任人，以及城市排水防涝标准的核实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牵头部门抓总、配合部门各司其职的工作推进机制。

编制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层层落实易涝区段整治责任人，确保不留责任盲点和死角。截至目前，四川省36个设市城市建立了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行政首长责任制，494个重要易涝点（城市156个、县城338个）已明确整治责任人。5月初，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分3

个督导调研组，对城市排水管道清淤疏通专项行动和城市重要易涝点整治推进工作进行专项督促检查。

加强整改。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汛前城市（县城）排水防涝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河道、排水管网、下穿隧道等重点易涝点进行拉网式

排查，科学制订隐患点位整治方案，加快实施河道清淤、排水管网（渠）改造、占用河道违章建筑拆除等工作，扎实推进成都、绵阳等8个

重点城市排水防涝补短板工作。

抓好运行。持续强化全省城市（县城）排水防涝设施的运行管理，建立健全设施日常养护管理责任制度，重点加强泵站、闸门等设施

的汛前维护，确保排水防涝设施安全正常运转。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城市涝情信息平台，及时跟踪了解本地

雨情、涝情等相关信息，提高汛期预警等能力。通过微信等及时发布各地雨情信息，提醒汛期安全工作。截至目前，四川各地应急队伍共

计3000余人。

建设信息参考

● 黑龙江：开展装配式建筑施工技能培训

7月10日至12日，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市人社局在哈尔滨市集中开展黑龙江省首批装配式建筑

施工技能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针对装配式建筑一线从业人员，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采取线上教学和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上培训主要内容

包括职业素养、工匠精神、法律法规、安全生产、质量验收标准等方面知识；线下培训主要包括铝模板、叠合板、预制楼梯、预制隔墙板

等部品部件的施工工艺流程实际操作。学员将赴万科集团装配式建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和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小区进行观摩和实操，

提高学员的认知水平和施工技能。培训合格人员由人社和住房城乡建设相关部门联合核发《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据培训专家介绍，装配式建筑通俗讲就是“拼积木”式建筑，即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

制作好建筑部品、部件，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装配式建筑通过部品部件工厂预制加

工、现场组装，不仅大大提高了建造速度，而且克服了采用现场浇（砌）筑的方式造成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建筑垃圾排放量大、扬尘

和噪声等环境污染问题。

● 上海：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基本建成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一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基本建成，预计2020年底基本实

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目前，上海已完成2.1万多个分类投放点规范化改造，道路废物箱设置数量优化调整至4.1万多个，已配置湿垃圾车1537辆、干垃圾车

3077辆、有害垃圾车99辆、可回收物回收车239辆，干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置总能力达到每天24350吨。

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一年来，上海取得四分类垃圾“三增一减”的实效。2020年6月，上海每天的可回收物回收量、有害垃圾分出

量、湿垃圾分出量同比均大幅增长，其中湿垃圾分出量达到平均每天9632.1吨，同比增长38.5%。干垃圾平均每天处置量同比下降近两成。

数据显示，上海大多数居民已养成自觉分类投放习惯。今年上半年，上海居民区分类达标率从《条例》实施前的15%提高到90%以上，

单位分类达标率达到90%。上海将通过强化政策支持引导、加强执法检查等方法，进一步巩固提升分类实效，居住区和单位分类达标率力争

达到95%。同时加快提升干湿垃圾处置能力，预计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 河北：多举措减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近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河北省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减量化实施手册（试行）》（以下简称《手册》），对新建、改建、

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源头减量、分类收集与存放、就地处置、排放控制等做出明确规定。

《手册》明确，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的源头减量应通过施工图纸深化、施工方案优化、永临结合、临时设施和周转材料重复利用、施工

过程管控等措施，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施工单位应在不降低设计标准、不影响设计功能的前提下，与设计人员充分沟通，合理优化、深

化原设计，避免或减少施工过程中拆改、变更产生建筑垃圾。建设单位应支持施工单位对具备条件的施工现场水、电、消防、道路等临时

设施工程实施永临结合，并通过合理的维护措施，确保交付时满足使用功能需要。

鼓励以末端处理为导向对建筑垃圾进一步细化分类。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按《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分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

垃圾、拆除垃圾。施工现场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按材料的化学成分可分为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混合类。

具备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能力的施工单位，应根据场地条件，合理设置建筑垃圾加工区及产品储存区，提升施工现场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水平及再生产品质量。工程渣土、工程泥浆采取土质改良措施，符合回填土质要求的，可用于土方回填。工程渣土主要用于就地

回填，亦可堆土造景、废弃地复耕、建设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