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2020.10 -  93    

● 福建：开展房屋结构安全专项治理三年行动

近日，福建省印发《房屋结构安全专项治理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福建省将重点整治6类房屋，并建

立房屋安全“一楼一档”“健康绿码”，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

《方案》明确，重点抓好6类房屋的整治：一是未经正规设计施工的房屋（不含农村低层自住住宅）；二是人员密集场所，包括各类学

校、幼儿园、厂房等；三是钢结构房屋，特别是未经正规设计施工的钢结构生产经营用房；四是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乡镇镇区、中心村

用于生产经营出租的自建房；五是未经有相关资质施工单位进行加固的隐患房屋；六是暂时清人封房的重大安全隐患房屋。

《方案》提出，要建立房屋安全“健康绿码”等6项制度，形成政府监管责任和社会主体责任清晰的制度体系。根据房屋安全情况，依

托标准地址二维码门牌，建立房屋安全“健康绿码”制度，实现房屋安全身份智能识别。

《方案》同时明确，开展排查整治“回头看”，聚焦6类重点房屋进行全面核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包括开展违法违规审批专项

清查、生产经营和公共建筑房屋安全专项治理、“一楼一档”房屋数据专项核查、钢结构厂房专项整治、房屋安全行业行风专项整治5项   

活动。

● 青海：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  促进资源化利用

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促进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深入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筑垃圾的产生，有效减少工程全寿命期的建筑垃圾排

放，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到2025年底，各地区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实现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不包括工

程渣土、工程泥浆）排放量每万平方米不高于200吨，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35%以上，基本形成建筑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

利用和产业化发展的体系的目标。

《意见》从积极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推广绿色施工、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3个方面对青海省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促进资源

化利用工作提出12条具体措施，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实行特许经营管理，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执行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广使用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4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 南昌：出台单位自建公租房实施意见

日前，南昌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提高企业等单位自建公租房使用效率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将申请家庭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的准入条件由“不超过15平方米”提高到“不超过20平方米”。

《意见》要求，单位自建公租房主要面向本单位职工配租，解决单位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并优先保障民政部门认定的脱贫解困对

象、符合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住房救助对象的职工。申请对象为本单位的职工，包括在编在岗人员、聘用人员、离退休人员，以及

其他与单位有合法有效劳动关系的人员；申请对象及家庭成员的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

《意见》充分考虑企业等单位的特点和在生产、教育、管理和发展方面的潜在需求，多渠道提升房源使用效率。在确保本单位符合条

件的职工依申请应保尽保后，可将房源作为人才用房、管理或周转用房。其中，人才用房原则上不超过所建公租房总量的10%，管理或周转

用房不超过所建公租房总量的5%，并允许预留不超过所建公租房总量10%的房源。

● 新疆：出台城市精细化管理十项举措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自治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通知》，提出将围绕法治建设、市容市貌管

理、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管理、市政公共设施管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等10个方面，精细做好百姓身边事，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提升环境卫生水平方面，新疆将全面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提高环卫机械效能，大力推进城市道路清扫保洁

工作市场化、专业化、标准化。到2022年，实现设市城市机械化清扫率达到68%以上，县城达到52%以上，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98.8%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6%以上，建筑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达到60%以上，县城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98.5%以上，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以上。

同时，新疆还将加强市容市貌管理，规范城市主要街道两侧建筑物立面色调等风格调控，确保建（构）筑物外立面整洁，外墙面及

附着设施牢固安全。

在提升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水平方面，新疆将提升建成区内公园、游园养护管理水平，注重小微绿地节点的景观提升，切实发挥园林

绿地服务居民日常活动功能；加强绿化带保洁，对主次干道及重要片区的绿化带枯叶、垃圾日产日清。此外，新疆还将加大道桥、供排

水、燃气、热力等市政设施运行维护力度。

● 湖北：发布城市补短板强功能三年行动方案

近日，湖北省发布《城市补短板强功能工程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以下简称《方案》），未来3年湖北省将实施1484

个项目，估算总投资2409.81亿元，以补齐补强城市功能短板，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城市补短板强功能工程是湖北疫后重振补短板强功能“十大工程”之一。根据《方案》，3年内，全省所有县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

处置率达99%以上，设区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生活垃圾焚烧比例达70%以上；县以上城市

全部具备厨余（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武汉、襄阳、宜昌建成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平均道路密度

达到8千米/平方千米；设区城市建成区4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老旧小区改造完工5000个以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40%以上。全省城市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99%和98%以上。

《方案》细化了近3年年度目标，围绕老旧城区、排水防涝、污水收集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供水供气、地下综合管廊、道路交通

和公共体育设施等8个补短板领域，确定了重点任务及责任分工。

● 安徽：鼓励将住宅绿色性能指标纳入购房合同

安徽省近日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督促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按绿色建筑

标准设计建造，鼓励各市将住宅绿色性能相关指标纳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方案》提出，绿色建筑创建行动以城镇建筑作为创建对象，到2022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要达到70%。安徽省将结合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海绵城市建设等工作，推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节水改造。对于新建建筑，安徽省将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建筑工程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含绿色建筑要求。

安徽省正加速推进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发展，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和再生水利用。同时，安徽省正

推动建立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机制，向购房人提供房屋绿色性能验收方法，鼓励各市将住宅绿色性能相关指标纳入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

质量保修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

《方案》还要求提升绿色建筑实施水平，推动绿色建筑与5G、物联网、建筑机器人等新技术融合发展，改善人民居住环境，形成崇尚

绿色生活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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