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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新时代华章，
交出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积极探索环境保护

和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的高质量发展，“两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

的共识和行动。尤其过去的五年，是迄今为止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最大、

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广西墙材革新工作也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生态绿色答卷——绿色，成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

“十三五”时期，广西墙材革新紧随国家改革发展形势，围绕中

央生态文明建设总基调，顺应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墙改节能减排，全

面深化“禁实限粘”，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

区墙材产业由粗放型向高质量方向转变，工业化、智能化迈出了坚实一

步，装配式墙材部品部件和绿色高品质新型墙材发展加快，为广西住房

城乡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随着构建

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广西墙材革

新工作也将迎来更大、更高层次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准确把握新形势，

抓住创新红利、改革红利、政策红利，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把绿色

发展转化为前进路上的强大动力，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

得更大，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八桂大地青山

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

点、成为展现美丽形象的发力点。

我们坚信——“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文 / 广西壮族自治区墙体材料改革站

——广西墙材革新工作“十三五”

回眸与展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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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五”奋进发展
（一）成绩单
1.新型墙材产业发展步伐加快，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至2020年底，广西新型墙材年产能突破510亿块标砖，全年生产新型墙材约310亿块标砖，产值近155亿

元。新型墙材占墙材总量比例为80%，比2015年末提高了14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全区新型墙材产量达

到1377亿块标砖，实现节约土地22.7万亩，节约能源853.9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49.4万吨，减少二氧

化硫排放19.6万吨，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2.县城“限粘”乡镇“禁实”目标任务全面完成，资源化利用不断提高

“十三五”期间，全区共完成68个县城“限粘”、1016个乡镇“禁实”任务。至2020年末，“禁实限粘”

工作全面完成，粘土实心砖退出历史舞台，实现了墙材产业生产资源由粘土向非粘土转变，有效保护了有限的土

地资源。同时，大力推动工业与建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替代粘土及页岩资源，2020年全区新型墙材企业

共消纳固体废弃物约2700万吨，“十三五”期间共消纳废渣达7900多万吨，工业和建筑固体废弃物成为新型墙

材生产的重要原材料资源，大大促进了墙材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3.关停淘汰落后砖瓦产能取得瞩目成绩，全区墙材产业结构层次明显提升

至2020年末，全区全面完成关停淘汰落后砖瓦轮窑生产企业的目标任务，累计“十三五”期间全区共关停

淘汰落后墙材生产企业277家，折产能约69亿块标砖，节约土地1.14万亩，节约能源42.8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102.6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0万吨。至此，结束了轮窑生产工艺在烧结生产领域一统天下的历史，以

隧道窑工艺为代表的节能环保先进工艺技术占领烧结生产领域。至“十三五”期末，全区建成技术先进、节能减

    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要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

基 本 目 标 ， 使 八 桂 大 地 青 山 常 在 、 清 水 长 流 、 空 气 常

新，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

展现美丽形象的发力点。

——习近平2021年4月25日至27日在广西考察时的讲话

至2020年底，广西新型墙材年产能突破

510亿块标砖

全年生产新型墙材约

310亿块标砖

新型墙材占墙材总量比例为

80%
比2015年末提高了

14个百分点

“十三五”期间，全区新型墙材产量达到

1377亿块标砖
实现节约土地

22.7万亩

节约能源

853.9万吨标煤

产值近

155亿元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49.4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9.6万吨



广西城镇建设

6 -  2021.6 -  7    

  |    特  稿

排效果好、采用隧道窑生产工艺的墙材企业300多家，

超亿块折标砖产能规模新型墙材企业100多家，年产单

机单班8万立方米混凝土砌块企业超过112家，蒸压加气

混凝土墙板、混凝土轻质隔墙条板、PC构件等部品部

件生产线企业30多家。基本形成以烧结自保温砖砌块、

加气混凝土墙板、混凝土复合保温砌块为代表先进工

艺和高品质产品为主的格局，墙材产业结构层次明显

提升。

4.装配式墙材部品部件发展势头强劲，产能

大幅提升

积极推动新型墙材融合装配式建筑发展。广西丰

歌绿屋建造科技有限公司装配式房屋制造生产线、广西

建筑产业化股份有限公司轻质隔墙板生产线相继建成投

产。广西建工集团建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蒸压加气混凝

土板项目2020年8月建成投产，实现了蒸压加气混凝土

墙板“零”的突破。桂林市桂加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桂

林市惠昌盛实业有限公司、广西旭阳环保建材公司等墙

材企业装配式蒸压加气板材相继开工建设。贵港市、百

色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市装配式蒸压板材立项建

设。上述项目建成后，全区将形成约400万立方米的装

配式墙材生产能力。

5.打造了一批城市建筑垃圾和工业废渣、废矿

渣等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型墙材生产基地

积极推动工业废渣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开发新型

墙材，在梧州、贺州、百色等地市建成了如广西碳歌、

贺州市冠成、广西中裕等一批利废的新型墙材企业，使

梧州市陶瓷工业园废陶瓷粉、花岗岩废渣、贺州市碳酸

钙废料、百色田东电厂的炉渣及粉煤灰等工业废渣得到

大量消纳利用；南宁公布了一批建筑垃圾处置消纳企

业，柳州建成移动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这些利

废企业构成广西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开发生产新型

墙材的示范生产基地。

6.高品质新型墙材推广应用成效显著

“十三五”期间，广西大规模推进烧结保温砌块、

芯核发泡复合保温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等

高品质自保温复合保温新型墙材推广应用，通过示范引

领逐步占领建筑市场，应用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装配

式建筑墙板应用市场推开，蒸压加气混凝土板在轻钢结

构装配式建筑上使用实现“零”的突破。城市房屋建设

推广使用新型墙材总比例超过95%，比2015年提高了

35个百分点；乡镇农村农房建设使用新型墙材占比达

30%，完成了“十三五”确定的目标任务。

7.大力开发混凝土清水墙砖等乡土特色新型墙材

“十三五”期间，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美丽广西”乡村建设的决策部署，因地制宜大力开

发适宜广西乡村民族民俗村落建设的清水墙砖。截至目前，全区共开展了30条清水墙砖示范生产线建设，其中16

条通过了验收。建成了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农村清水砖示范建筑，其中自治区页岩烧结清水墙砖示范项目防城港

市扶隆镇桂坝村老人和儿童活动中心投入使用，上林县云里村委业务用房、武宣县马山村农民文化艺术中心、阳

朔县阳朔镇高州村委楼3个混凝土清水墙砖推广示范项目建成。贵港市规划建设46个共2万多平方米的党群服务

中心项目，全部使用乡土特色新型墙材混凝土清水砖建设，其中第一批22个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已全部建成投入使

用，使用了200多万块混凝土清水砖，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

8.墙改科研成果丰硕

“十三五”期间，积极组织开展墙改科研，运用科研手段解决墙材革新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五年共完成

《新型墙材企业产能评定软件》《烧结页岩清水墙砖的研发》《广西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对策研究》《广西

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和应用指南》《广西生态乡村建设适用新型墙体材料发展研究》《广西千亿元新型墙体材料产

业体系及其支持政策研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新型墙体材料推广研究》《与建筑墙体关联的主要节能绿色材

料产品质量技术条件》《广西新型墙体材料产品性能指标数据库》《广西农村新型墙体材料产品推广目录》等12

项墙改科研项目，极大推进了墙改事业的发展。

截至目前，全区共建设了30家清水墙砖示范

生产线建设，其中16条生产线通过了验收30

_崇左市太平古镇景区清水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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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措施
1.持续深入推进县城“限粘”乡镇“禁实”

“十三五”期间，按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十三五”期间开展县城“限粘”乡镇农村“禁实”工作实

施意见，在全区先后开展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乡镇“禁实”、县城“限粘”工作，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制定“限粘”“禁实”具体范围和目标任务，明确考核指标、保障措施和验收时间等。组织召开“禁实限

粘”工作动员会，部署推动县城“限粘”和乡镇农村推广新型墙材工作，层层分解下达任务。同时，结合新农

村建设，大力推广使用高品质新型墙材产品，农村建房户逐步意识到新型墙材产品的优点。

2.以法规政策为导向，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墙材产业结构层次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法规政策，全面实施专项整治国家明令关停淘汰的落后砖瓦产

能。5年来，通过联合发改、工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依法发布关停淘汰企业名单、制定产业

结构调整目录、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深入实地跟踪督查，极大促进了落后产能的关停淘汰。同时，运用墙

改基金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开展试点示范项目建设，鼓励和支持落后墙材企业转型升级和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尽

快淘汰能耗高、环保不达标、产能利用率低、工艺技术简陋粗放特别是人工作坊制作等落后工艺，全面提升行

业技术装备水平，打好企业向中高端发展的基础，提升企业的生产竞争能力，实现墙材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

结构优化的目标。“十三五”期间，共扶持建设了52家新型墙材标杆、技改、新建示范企业，40多家通过验

收。在示范项目的引领下，涌现出如隆安县华门矿业、桂林临桂业青等一批超亿块产能规模，机械化、自动化

水平较高的新型墙材企业，同时产生如贺州市科莱达、鹿寨县广西云亭烯公司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的新型墙材          

企业。

3.适应装配式建筑发展，加快推进装配式部品部件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

结合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发展的需要，运用墙改基金扶持政策，大力推动装

配结构体系、结构与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围护结构体系的新型墙材的开发生产和推广应

用。以在南宁、柳州等有条件的中心城市率先开展钢结构等建筑应用外墙保温隔热复

合墙板、装配式整体结构新型墙材试点示范项目为重点，加大墙体墙板部品部件的研

发，对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及应用示范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引导推动新型墙材企

业融入装配式建筑，特别是引导具备条件的加气混凝土墙板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开发适合装配式建筑墙板生产，并实现“零”的突破。“十三五”期间共补助钢结构

建筑装配式墙板开发生产示范项目8个，应用示范工程项目2个，填补广西实施建筑产

业化无配套新型墙材部品部件的“空白”。

4.以试点示范工程项目建设为切入点，推动高品质新型墙材推广应用

“十三五”期间，结合安居工程、保障房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通过以点带面的

方式，大力推动高品质新型墙材在城乡建筑工程中的应用。根据当地建筑结构体系状

况、资源开发条件、新型墙材品种，选择不同类型且有代表性的建筑工程项目作为高

品质新型墙材试点示范项目，运用墙改基金政策，引导支持试点示范项目积极推广使

用烧结空心砖（砌块）、烧结保温砖（砌块）、烧结多孔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板）、混凝土复合保温砖（砌块）、轻集料混凝土复合保温砖（砌块）等自保温复_位于广西南宁市伶俐镇的广西建工集团建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型墙材分公司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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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保温新型墙材。同时，为便于建筑施工企业了解掌握高品质新型墙材应用技术，制作印发新

型墙材施工技术操作动漫视频宣传片和应用标准规范，深入建筑工地现场指导，开展新型墙材

设计施工技术培训，有效促进了高品质新型墙材在城乡建筑工程中的推广应用。

5.以循环利用促进固废资源化开发生产新型墙材

“十三五”期间，大力宣传贯彻国家循环经济法规政策，及时将国家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

录及税收优惠政策、建筑垃圾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汇编成册印发各地，并运用墙改基金扶持

政策，积极引导墙材生产企业向绿色循环经济方式转型，提高墙材企业协同处置工业废弃物、

建筑垃圾等废弃物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培育了6家试点示范的固废利用开发新型墙材的企业，

并给予一定的补助资金支持，以试点示范引导鼓励企业大量利用建筑渣土、砖渣等建筑垃圾替

代天然原料开发新型墙材。同时组织完成《广西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对策研究》，开展了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课题和政策研究。同时，重点抓好南宁、柳州两中心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

综合利用试点工作，以点带面，推动全区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

6.多举措推动乡土特色建设清水墙砖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

针对广大的乡镇农村地区以砌体结构为主体的农房建筑特点，大力推广使用具有装饰功

能、乡土特色的节材环保的混凝土清水墙砖，一方面采取生产企业与农户建房、扶贫搬迁、特

色小镇等工程项目联合，开展生产与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引导和带动乡镇农村混凝土清

水墙砖的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扩大混凝土清水墙砖在农村市场的占有率。另一方面编制印

发广西乡土特色建筑清水墙砖应用技术指南，并多批次举办现场推进会暨技术培训会，让更

多墙材生产企业和乡镇农村技术工匠掌握混凝土清水墙砖的生产技术和施工应用技术要领。

“十三五”期间，全区共建成25家混凝土清水墙砖示范生产线建设，20多个以阳朔县高田村壮

乡风情楼、贵港市覃塘区布山古郡等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混凝土清水墙砖应用为代表的示范

项目。

7.始终坚持质量至上，保障住宅质量安全

坚持新型墙材产品质量抽查制度，做到每年开展两次新型墙材产品质量自查抽查，对不合

格产品及时进行通报，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有效保证了新型墙材产品出厂合格。同时，抓好新

型墙材产品认定管理，开发新型墙材产能评定软件，落实产品标识制度，以防止无证产品和以

次充好产品冲击市场，维护新型墙材产品市场秩序。为适应新形势下新型墙材质量监管，利用

“互联网+”手段，开发建立了广西墙材革新信息化监管平台，对全区新型墙材产品质量实施

动态监管，提升墙材产品质量监管水平，为住宅质量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

8.加强宣传培训，营造应用氛围

深入开展“墙改下乡百镇千村千里行”等各类形式的宣传活动，各市县全方位、多层次开

展宣传活动，墙改宣传工作深入到村、屯、工地、砖厂。充分利用《广西墙改》期刊和广西墙

材协会平台，及时报道各地墙材革新工作进展情况、工作成效和相关政策动态，对全区墙改系

统开展墙改业务及技术培训，营造推进墙材革新的良好发展环境。

9.发挥墙改基金对墙材革新的推动作用

加大自治区本级墙改专项基金的扶持力度，推动新型墙材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方向

发展。5年来，共扶持补助新型墙材示范项目170个，涵盖新型墙材生产标杆示范工程、新型墙

材生产技改扩建新建项目、新型墙材生产检验室建设、装配式新型墙材开发生产与推广应用、

高品质新型墙材推广应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村清水墙砖示范生产线及推广应用等示

范项目，以及新型墙材开与应用等多项墙改科研项目，共补助资金3873万元，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国城镇化发展新格局为新型墙材行业营造了良好的发

展环境

广西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发展的新格局为新型墙材发展提

供了稳定的需求保障

机遇

挑战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对新型墙材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筑产业现代化对新型墙材装配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居环境改善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对新型墙材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对新型墙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二、“十四五”筑梦前行
扬帆起航“十四五”，砥砺奋进又一程。“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迈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这一时

期，广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三大定位”新使命、“五个扎实”新要求重要指示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这无疑

给墙材革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全区墙改系统要着眼长远发展，把发展机遇转化为发展实

效，把握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对新型墙材绿色发展、建筑产业现代化对新型墙材装配化发展，以及房

地产业转型对新型墙材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提出的新要求，聚焦重点任务，为全面促进墙材产业转型

升级，推进墙材行业协调发展、墙改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新型墙材高质量绿色发展不懈努力，为实现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为实现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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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原则
坚持推进墙体材料行业协调发展

坚持推进墙改科技创新发展

坚持推进新型墙材行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坚持推进新型墙材向高品质方向发展

坚持推进墙材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_位于广西南宁市伶俐镇的广西建工集团建筑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新型墙材分公司正在生产新型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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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到2025年末，全区基本形成绿色高品质新型墙材
和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为主的发展格局

继续培育推动新型墙材及墙体关联材料千亿元产业

发展，其中新型墙材（砖、块、板）和装配式墙材

部品部件及墙体关联材料产值达200亿元

90%
全区新型墙体材料产量占墙体材料

总量达

农村新型墙体材料应用比例达

40%

8%
装配式建筑墙材部品部件应用于装

配式建筑的比例达

各 类 工 业 废 渣 和 建 筑 垃 圾 在 新

型墙材领域的资源化利用率达

1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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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政策及标准体系

强化执法检查和考核

营造良好的产业营商环境

加强宣传培训

继续发挥好墙改基金对墙改事业的推动作用

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作用

大力推动乡镇农村

新型墙材的推广应用
大力推动新型墙材产品质量

监管水平提升

大 力 推 动 墙 材 产 业

结构优化升级

大 力 推 动 高 品 质 新 型 墙 材

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

大力推动新型墙材

产业绿色发展
大力推动墙改科技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