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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有房，有爱，才有家。
为了拥有一个梦寐以求

的家，有人无奈地啃老，有
人加入“房奴”大军，有人
苦 苦 奋 斗 数 十 载 ， 不 论 多
苦，无论多难，只为在这个
城市拥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
的栖身之所。所以，房子，
注定承载了太多的故事。

也许你的买房过程
很艰辛、很曲折，也许
你 还 没 找 到 心 仪 的 房
子，也许现在的你已有
足够的能力买房，也许
你是一个整日面对购房

者的置业顾问……但对于这个
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别
的感受。在此，“我和房子的
故事”欢迎大家写下自己的真
情实感，以纪念曾经艰难、无
助、心酸但又值得骄傲的过
往。

投稿信箱：
lhrbzxy@163.com

本报讯 （记者 姚 肖） 1 月 28 日，
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2018年，市住建委
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创新举措，将绿色装配式建筑产
业作为全市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全年新
开工装配式建筑项目 8 个，面积 33.76 万
平方米，临颍县被确定为全省首批装配式
建筑示范市 （县），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
呈现良好态势。

强化政策引领。市住建委组织召开装
配式建筑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制订了

《漯河市装配式建筑项目补助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关于明确装配式建筑发展重点
推进区域及实施办法的通知》等相关配套
政策，夯实了相关部门工作责任，明确了
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目标。临颍县已汇

集以远大天成和天成鸿路为龙头的二十余
家装配式及关联企业，吸引上海浦凯、中
机六院、河南建科院等设计单位前来合
作，初步形成了集设计、产品供应、施工
为一体的装配式产业发展规模，远大天成
公司被确定为河南省装配式建筑示范产业
基地。

强化示范带动。市住建委坚持示范带
动，以点带面，统筹协调推进，在临颍县
开展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目前总建筑
面积 1.3 万平方米的临颍县职教中心培
训楼已竣工，开创了我市采用装配式建
造的先例；我市首个装配式高层住宅项
目——总建筑面积 17.7 万平方米的装配
式建筑示范小区天成家园，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 30%。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市住

建委总结经验，积极探索适应我市实际
的装配式建筑应用可复制推广模式，一
体化设计施工、产品质量可追溯方式在
项目中得到应用推行。

强化宣传培训。市住建委始终将宣传
培训作为开启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抓手，坚
持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普及装配式
建筑知识。先后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和临
颍产业基地多次举办装配式建筑技术培
训，组织全市建筑协会会员赴长沙远大进
行考察、学习，在《漯河日报》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了社会各界对装配式建筑的认
识，为全面快速发展装配式建筑奠定了思
想基础。

强化责任担当。市住建委围绕装配式
建筑发展，努力实现在监管中提升服务，

在服务中强化监管，在产品认证、价格信
息、施工组织等方面提供服务，为企业排
忧解难。在临颍天成家园试点项目推进
过程中，针对施工中发现的操作规程、
检测标准不完善等问题，提出相关研究
课题，支持我市监理企业河南鹏新建设
咨询有限公司以试点项目为平台，开展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监理规程编制工
作，规程编制完成后将填补我省乃至全
国规程依据缺乏的空白。同时，该委还
积极组织相关科室、单位赴产业基地开
展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探索
与装配式建筑相适应的工程招投标、质
量监督、安全监管等管理新模式，强化
指导能力和服务能力，为全市装配式建
筑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市住建委：创新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
2018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项目8个，面积33.76万平方米

住房是民生之要，关系着千家万户
的生活品质。从“你一间，我一间，筒
子楼里冒黑烟”，到“小高层，电梯
房，城乡广厦千万间”，改革开放以
来，城市生活不断提档升级，乡村环境
持续改善，更多居民的住房获得感明显
提升。

伴随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房地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房地产
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
出矛盾和问题。针对这种状况，中央适
时出台调控政策，完善房地产相关制度
建设。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开始，中
央多次强调房子要回归居住属性。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
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
人民住有所居。

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在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大背景
下，全国各地的保障房、政策房将发
挥更大作用。住建部的最新数据显
示 ： 2018 年 全 国 棚 改 已 开 工 616 万

套，改善约 1400 万住房困难群众的居
住 条 件 ； 全 国 公 租 房 分 配 率 超 过
90%。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更多居
民不仅实现了人人有房住，还圆梦了
人人住好房。

城市蝶变：
从“栖身之所”到“宜居之选”

“一间屋子半间炕，三代人挤一间
房”，曾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
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

1981 年 ， 吉 林 公 主 岭 市 的 “60
后”鲁志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市粮
食局工作，居住的是单位附近的平
房。到了 1992 年，鲁志峰以每平方米
385元钱的价格购买了单位集资建设的
公有住房，幸运地成为当地第一批

“上楼”的人。
二十世纪80年代的城区，鲜有统一

和规范的生活配套设施，住宅小区也没
有专门的物业公司去管理。此后的数年
间，就在这套房子里，鲁志峰和家人一
起，逐渐享受到了燃气供应、公园绿
地、购物娱乐等现代化的生活配套服

务。
作为时代变革的亲历者，鲁志峰与

更多的“60后”“70后”们，经历了住
房从“栖身”到“宜居”的关键20年。

出生在福建福州的林佳，则是个
很典型的“90 后”，与很多同龄人的
经历一样，儿童时代是在陈旧的低矮
楼房里度过，“我们这边很潮湿，冬
天的衣服都干不了，周围也没有什么
绿化，甚至买东西都要走很远。”她
回忆。

1998年，我国的福利分房政策正式
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住房分配
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的新体制。新
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强劲的景气
增长，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
放的这一批排头兵们都取得了质的飞
跃，老百姓生活的质量也明显提高。

2000 年 9 月，8 岁的小林佳跟随父
母搬进了16层高的电梯房，小区里配备
了专门的物业公司，公共设施完备。其
后几年，周边的高层住宅越来越多，城
市也有了现代化的样子。

再到近十年，百姓居住环境的改善
真正驶入了发展快车道。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
众多家庭告别了低矮破旧、设施简陋的
住房，迁入了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
居，共享发展成果。

乡村蜕变：
从“竹篱茅舍”到“田园风光”

“跟以前不同咧，我们现在一点都
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虽然一直生活
在乡下，河北行唐高岭村村民崔二林却
满脸都是幸福，“现在居住环境好了，
绿水青山、网络发达，我还听说很多城
里人到我们这儿来买房子呐。”

“行路难、如厕难、垃圾遍地、尘
土飞扬、村容村貌差……”曾几何时，
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垃
圾污水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脏乱差”成
为农村人居环境矛盾最突出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着力做好新阶段的
“三农”工作，出台了很多相关产业的
扶持政策。借势发展机遇，在农村，有
很多村民办起了养殖加工厂、木材加工
厂……日子逐渐美了起来。

钱包鼓了，农民的生活住房也逐渐

得到改善，更趋向于美观性和功能性。
过去种地以人工为主，家家户户都需要
打小麦、晾玉米、放麦秸的场地，这些
农活都需要大型场地。随着机械化生产
的推进，现在的农家院子变小了，居住
面积增加了，功能开始分区了，装修也
升级了。

“如今村里新盖的房子都是二层小
楼，虽然没有别墅那么豪华，但都是根
据我们的生活特点和实际需求来设计
的，采光好，还有自己的小院，还可以
在小院里养养花草、种种青菜。” 说起
新建的房子，崔二林很是满意。

改善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各
级政府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和努力。

初心不变：
从“富起来”到“美起来”

曾经，由于规划滞后，全国很多老
旧小区的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薄
弱。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行后，很多地
市原来脏乱的小区环境变了样。现在，
老旧小区的居民们谈到变化都会竖起大
拇指。

全国各地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
都在有序推进之中，2017年，住建部就
确定了15个城市试点，以探索老旧小区
改造新模式。当然，这仅仅是城乡居住
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

从城市增加的绿地广场，到新农村
综合体和聚居点建设；从城市的老旧小
区、棚户区改造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程；从延续城市文脉到留住美丽乡
愁……如今，城市有城市的活力，乡村
有乡村的特色，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人们对更好住房、更优美环境的需求正
在被满足。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前进道
路上，我国目前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
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
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乘势新一轮的
改革东风，老百姓身边将不断发生更
多的“小确幸”。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美丽城市和美
丽乡村将各美其美，美丽中国的画卷也
正在徐徐展开。

人民网

40年住房变迁：百姓“小确幸” 民生大变化

本报讯 （记者 杨会枝） 1 月 26 日，
在昌建·总部港组织的媒体见面会上，中
原地区十多家主流媒体齐聚一堂，参观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展厅，品鉴昌
建·总部港商墅院落样板间，了解新区发
展，共话美好未来。

来自河南日报社、河南电视台、漯河
日报社、漯河市广播电视台等十多家主流
媒体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编辑、记者首先
参观了位于总部港旁新建的牡丹江路大
桥。桥两侧的沿河景观已初具雏形，尽管
枝叶萧疏，从错落有致的景观布局依然能
够感受到设计者的匠心独运。

随后，媒体代表又参观了位于昌
建·总部港展示中心二楼的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城市展厅。据介绍，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总规划面积173平方公里，涵盖一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一个省级东城
产业集聚区，重点围绕“一园三区”总
体发展思路，全面快速推进临港产业
园、文化教育科技产业园区、区域高端
服务区、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开发建
设，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公共服务均
等化、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方
面先行实践，致力打造全市城乡一体发展

的试验样板区。
在详细了解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

展概况和总部港项目周边配套之后，媒体
代表实地感受了总部港的商墅、合院和大
平层样板间。银杏树、迎客松、盆景、石

雕……一走进商墅庭院，古朴雅致中式景
观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样板间也都
是现代中式陈设，点滴细节彰显着中国人
对美的审视与追求。细品户型格局、空间
动线，布局新颖、科学合理，既充分利用

了空间，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居住舒适
感。

总部港项目负责人对该项目的选址、
定位、规划设计做了详细介绍。该项目是
昌建集团与漯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开发建设的低密度花园式产品，也是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首个综合体项目。项目
位于牡丹江路和玉泉山路交会处，占地面
积约 128 亩，建筑面积约 18.5 万平方米，
总投资 10 亿元，是集合院、联排、独
栋、平层和写字楼、酒店、商业为一体的
滨水商务休闲综合体。项目规划呈现三个
突出特点：一是低密度花园式办公社区。
二是组团式布局。贯通东西的景观主轴及
南北向的景观次轴，将整个项目分为若干
小型组团，组团内部通过建筑及景观的处
理形成相对封闭的私密空间，而组团外部
通过景观主轴及中央核心景观，打造出丰
富的公共空间。三是人车分流，最大化增加
景观面积，确保了步行人群的安全舒适。

与会媒体代表畅谈了对昌建·总部港
项目的期待和建议。他们表示，这次参观
品鉴让自己对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总部
港项目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对新区未来
发展和总部港项目充满了期待。

十多家媒体记者齐聚漯河

品鉴昌建·总部港 了解新区大发展

媒体代表在售楼部参观。 本报记者 杨会枝 摄

本报讯（记者 赵 敏） 1月
27 日上午，市区黄山路北段会
展中心附近人潮涌动，热闹非
常——昌建·苏荷花千树城市展
厅开放，众多嘉宾及社会精英人
士齐聚一堂，共同参加这一盛
典。

一场惊艳四座的大型开场
舞，为昌建·苏荷花千树城市展
厅开放盛典拉开帷幕。在欢乐的
音乐与轻快的节奏里，特具地产
风俗的醒狮点睛仪式隆重登场，
到场的嘉宾为醒狮点睛。

为答谢广大客户对项目的支
持和厚爱，城市展厅开放活动还
特别设立了抽奖环节，金福鹿吊
坠等多份惊喜大礼被一一送出，
获奖者难掩喜悦。

据悉，昌建·苏荷花千树项
目由昌建集团与苏荷地产联手倾
力打造，紧邻会展中心、喜来登
酒店等，周围有漯河一高、漯河
五高等学校。项目总占地 46.8
亩，总建筑面积 14.9 万平方米，
由7栋30层高层、1栋17层公寓
组 成 ， 产 品 涵 盖 建 筑 面 积 约
116~125 平方米的舒适高层和建
筑面积约 135~160 平方米的奢阔
雅宅。项目围绕“品质家·生
活家·幸福家”的概念，从户
型 设 计 到 景 观 绿 化 都 精 益 求
精，致力构建幸福邻里社区。
房屋双卧室朝南，主卧配备衣
帽间，另有超大宽景阳台，并
采用统一供暖，大大提升居住
舒适度。

昌建·苏荷花千树

城市展厅开放

嘉宾在售楼部向工作人员咨询项目情况。 本报记者 赵 敏 摄

1月26日，负责管理旺旺家缘小区的漯河森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邀请几位书法爱好者，为小区居民义写春联，当天共书写春联200多
幅。 本报记者 朱红 摄

近日，国家住建部门相关领导和专
家 对 国 内 首 个 “ 第 四 代 绿 色 生 态 住
房”——成都七一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示
范项目进行了考察。

据介绍，第四代绿色生态住房，即
“庭院房”，又称“城市森林花园建筑”，
它集合了中国传统四合院、胡同街巷、
空中园林、空中停车、电梯房和空中别
墅等众多建筑优势于一身，在全球开创
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住房模式”，即层

层有街巷、户户有庭院。
经过众多建筑专家团队历时五年潜

心研究，并通过不断创新，第四代绿色
生态住房拥有了多项全球独创技术和中
国自主知识产权，堪称绿色生态宜居建
筑的典范。目前，在四川、湖南、河南
等多个省、市，已有几十个项目在规划
设计，并有多个项目开工建设。

专家认为，与建设第三代住房相
比，第四代绿色生态住房在不增加土地

占地和建设成本的情况下，可使城市的
面貌再次焕然一新、居住环境再次得到
巨大改善，并在住房领域仍将如同二十
世纪电梯房诞生一样，带来就业、财税
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第四代
绿色生态住房将加快住房领域的供给侧
改革，实现住房产品的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并带来更适宜人们居住的下一
代住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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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专家考察国内首个
“第四代住房”示范项目

成都七一城市森林花园建筑示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