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STRUCTION TIMES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0051 邮发代号3－82 每周一、四出版 www.jzsbs.com

中 国 建 筑 业 产 业 报 2020年
6月29日
星期一

第3736期 本期8版

本报讯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
求，不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住房城乡建设
部日前下发通知，决定自2020年6月29日起，建设
工程企业资质申请统一实行无纸化受理。

通知明确，住建部审批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含涉及公路、铁
路、水运、水利、信息产业、民航、海洋、航空航天
等领域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的新申请、升级、增项、
重新核定事项，均实行无纸化受理。

对实行无纸化受理的事项，企业不再报送纸质申
请表和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上报函，申
报材料报送方式不变，仍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的通知》（建办市函 〔2018〕 493 号） 规定执行。企
业通过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软件填报完成后，将包
含企业资质申请表的电子数据包交省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上传后，住建部行政审批集中受理办公室
即可进行受理。

住建部行政审批集中受理办公室完成资质申请的
受理后，企业可在部门户网站首页-办事大厅-受理
发证信息查询-企业用户登录栏目，注册查询受理审
查进度，打印受理单。

住建部要求，使用自行开发的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管理系统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统
一数据交换标准，与住建部电子化申报和审批系统进
行对接。 （本报综合报道）

今起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实行无纸化受理

本报讯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在
官网上通报了2019年房屋市政工程生产
安全事故情况。通报显示，2019年，全
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773
起、死亡 904 人，比 2018 年事故起数增
加39起、死亡人数增加64人，分别上升
5.31%和 7.62%。全国 31 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有房屋市政工程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其中 17 个省 （区、
市）死亡人数同比上升。

通报还显示，2019年，全国共发生房
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及以上事故23
起、死亡107人，比2018年事故起数增加1
起、死亡人数增加 20 人，分别上升 4.55%
和 22.99%；其中，重大事故 2 起，死亡 23
人。全国有16个省（区、市）发生房屋市政
工程生产安全较大及以上事故。

按事故类型情况划分，高处坠落事
故 415 起，占总数的 53.69%；物体打击
事故 123 起，占总数的 15.91%；土方、
基坑坍塌事故 69 起，占总数的 8.93%；
起重机械伤害事故 42 起，占总数的
5.43%；施工机具伤害事故 23 起，占总
数的 2.98%；触电事故 20 起，占总数的
2.59%；其他类型事故 81 起，占总数的
10.47%。

在发生的 23 起较大及以上事故中，
土方、基坑坍塌事故 9 起，占事故总数
的 39.13%；起重机械伤害事故 7 起，占
总数的30.43%；建筑改建、维修、拆除
坍塌事故 3 起，占总数的 13.04%；模板
支撑体系坍塌、附着升降脚手架坠落、
高处坠落以及其他类型事故各 1 起、各
占总数的4.35%。

通报在形势综述中指出，2019年全
国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
亡人数与2018年相比均有所上升，安全
生产形势严峻复杂。一是部分地区事故
总量较大，如四川（117 起，126 人死亡）、
江苏（75起，88人死亡）、安徽（60起，67人
死亡）、重庆（59 起，61 人死亡）、广东（55
起，61人死亡）。二是部分地区死亡人数同
比上升较多，如四川、安徽、河北、新疆等
地区死亡人数同比上升均超过50%。三是
群死群伤事故未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发
生了河北衡水“4·25”施工升降机坠落（11
人死亡）和上海长宁“5·16”厂房坍塌（12
人死亡）两起重大安全事故，人员伤亡惨
重，影响极为恶劣。

在较大及以上事故方面，以土方和
基坑开挖、模板支撑体系、建筑起重机

械为代表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事故占总数的82.61%，依然是风险防控
的重点和难点；管沟开挖坍塌事故占总
数的13.04%，现场管理粗放、安全防护
不到位、人员麻痹大意是重要原因；既
有房屋建筑改造、维修、拆除施工作业
坍塌事故占总数的13.04%，相关领域风
险隐患问题日益凸显；市场主体违法违
规问题突出，存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问题的事故约占总数的 80%，存在违反
法定建设程序问题的事故约占总数的
60%，存在关键岗位人员不到岗履职问
题的事故约占总数40%。

对此，住建部要求，2020年，地方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
担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
任，深入查找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薄
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推动防范化解
施工安全重大风险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施工安全生
产形势稳定好转。

（一）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不断向
纵深发展。围绕“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开展起重机械、高支模、深基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项治理，依法打击
建筑市场违规行为，推进建筑施工安全
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等部署，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促进施工安全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违法建设重
大安全风险隐患问题，严厉打击违法建

设、违规改变建筑主体结构或使用功能
等造成安全隐患的行为。

（二）切实规范和加强事故调查处理
工作。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
依规全面严肃对责任企业和人员实施处
罚处理，确保应罚尽罚。用好用足安全
生产许可证、资质资格等各类处罚处理
措施，充分发挥制度合力。对存在违反
基本建设程序、非法施工活动等违法行
为的，严格追究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

（三）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施
工安全工作。认真研判工程项目全面复
工复产对施工安全工作的不利影响，坚
持疫情防控和施工安全两手抓、两手
硬。坚决防止盲目抢工期，督促建设单
位切实保障工程项目合理工期安排，确
保施工安全。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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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
深化“放管服”
改革，提升建筑
业 政 务 服 务 质
量，按照国务院
办公厅电子政务
办公室要求，住
房城乡建设部决
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应用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 证 电 子 证 照
（以下简称施工
许可电子证照）。

住 建 部 要
求，全国范围内
的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
项目全面实行施
工 许 可 电 子 证
照。电子证照与
纸质证照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统一电子证
照标准。地方施
工许可发证机关
要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电子政务办
公室发布的 《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电子
证照-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标
准和住建部制定
的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电子证
照业务规程》 要
求，依托地方政
务服务平台、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或施工
许可审批系统，
完善相关信息功

能，建立施工许可电子证照的制作、
签发和信息归集业务流程，规范数据
信息内容和证书样式，完善证书编
号、二维码等编码规则，形成全国统
一的电子证照版式。

实现电子证照信息归集。地方施
工许可发证机关应在发证后5 个工作
日内，将电子证照文件 （含电子印
章） 及业务信息上传至省级建筑市场
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省级建筑市场
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每个工作日应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进行汇总，并通
过部省数据对接机制上传至全国建筑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公
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归集
和存档，并按要求向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报送。

加快推进电子证照应用。公共服
务平台及微信小程序向社会公众提供
施工许可电子证照信息公开查询以及
二维码扫描验证服务，并向各省级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时共享施工
许可电子证照信息，实现施工许可电
子证照跨地区的互联互通。地方各级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相关办
事场景中持续推进电子证照应用，通
过相关政务服务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调，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
网通办”。

住建部还要求，地方各级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于2020年9月底前
完成相关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以及数
据接口的技术开发、管理权限认证和
数据联调测试，满足电子证照业务开
展和信息互联互通的技术条件。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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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年江苏省建筑业多项
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建筑业总规模连续
14年保持全国第一。从江苏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日前召开的建筑业改革发展工作
会议上获悉，去年该省完成建筑业总产
值3.6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98%。

2019年江苏建筑业总量规模实现了
在高基数、高平台上的稳健发展，全省
建筑业增加值达 6493 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的 6.5%，为近年来最高。其
中，南通市全年产值首次突破9000亿元
大关，排名省内第一。该省建筑业还带
动就业近850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年度
劳 动 报 酬 达 到 61709 元 ， 同 比 增 长
10.7%。

与此同时，江苏建筑业“走出去”
步伐平稳有力。2019年全年出省建筑业
产值达1.7万亿元，同比增长9.8%，占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的46.1%。全年对外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达68亿美元，同比
上升3.2%。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增幅明
显。6家企业进入“美国工程新闻记录
（ENR）国际承包商250强”。

今年一季度，虽然遭遇疫情冲击，
苏州市建筑业总产值、南通市建筑业新
签合同额同比仍然保持正增长。来自江
苏省住建厅的统计显示，截至 5 月底，
全 省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复 工 复 产 率 达
98.26%，人员到岗率达95.66%，建筑业
生产秩序基本得到恢复。

会上要求，下一步要把握新基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老旧小区改造等机
遇，全面深化工程建设改革。如加快推
行工程总承包，促进设计、施工深度融
合，培育一批工程总承包龙头企业。加
快推进实施工程担保制度，要求各地积
极推行银行保函替代方式，继续清理规
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切实减轻企业
负担等等。

该省还将不断推动建筑业转型升
级，发展装配式建筑，促进新型建造技
术与建筑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强工程
质量安全监管，统筹推进“一年小灶”
和“三年大灶”，聚焦风险隐患排查、
抓好专项整治，健全和完善“从根本上
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任体系，夯实安全
生产基础。 （白雪）

江苏建筑业总规模连续14年全国第一

本报讯 今年内，湖北住建行业相
关企业将获得不低于 800 亿元综合信用
支持，助力该省住建行业恢复发展。6月
23日，湖北省住建厅及12家住建行业企
业分别与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湖北省副省长万勇出席签约仪
式。

建筑业是湖北省重要的支柱产业、
万亿元产业。在湖北加速疫后重振之
际，该省住建厅整合全省住建资源，搭

建政银企合作平台，积极引导金融资本
支持行业企业复工复产。

根据湖北省住建厅与兴业银行签订
的合作协议，兴业银行2020年意向性向
全省住建行业相关企业提供不低于 800
亿元综合信用支持，重点支持棚户区改
造、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
造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黑
臭水治理，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等项目建设。当日，兴业银行与

中交二航局、中国电建湖北工程公司等
12家企业签约，协议金额416亿元。

据介绍，今年来兴业银行已向省内
57 家住建企业新增授信 300 亿元，投放
信贷资金过百亿元，有力支持了湖北住
建行业发展。兴业银行称，将推进授信
的项目对接和推进，利用“商行+投行”
模式，为湖北疫后重振贡献“兴业力
量”。

（张倩倩）

800亿综合信用助力湖北住建行业重振

本报讯 从 6 月 23 日召开的交通运
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 月
至5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223亿
元，同比增长0.9%，今年以来累计增速
首次实现增长，表明疫情造成的交通投
资缺口已经补齐。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
室副主任孙文剑表示，5月交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3433亿元，同比增长27%，增
速较4月加快8.9个百分点。截至6月22
日，在建重点项目复工率达到99.84%。

今年以来，交通投资“快马加鞭”
落地，稳住基本盘，激活新动能。此
前，交通运输部多次开会部署，要求加快
推动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扩大交通固定资
产有效投资，用新技术为传统交通项目赋
能，使交通项目成为新基建的主力军，使
交通运输成为扩大内需的主力军。

根据此前计划，2020年，我国交通
运输将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
路投资 1.8 万亿元、民航投资 900 亿元。
在年度目标任务基础上，交通运输部加

大潜力项目储备，形成了一个总投资
8000亿元的新增储备项目库。

不过，我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仍存在着较大短板，尤其是在贫困地
区、农村地区。孙文剑透露，今年将持
续加大资金政策倾斜支持，在今年车购
税总量减少约 400 亿元的情况下，仍然
坚持加大对“三区三州”的支持力度，
已在今年第一、第二批投资计划安排611
亿元支持“三区三州”交通建设，资金
安排超过去年。 （王璐）

疫 情 造 成 缺 口 已 初 步 补 齐

前5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实现正增长

自6月26日起，北京市海淀区设
立建筑工地集中专项检测点位，对全
区 6145 名施工作业人员开展核酸检
测，涉及冬奥工程等26个重点建设项
目。计划月底前检测完成，排查排除
建筑工地的疫情风险。

图为海淀区香山安置房C地块建
筑工地核酸检测点正在对五棵松冰上

运动中心等8个项目的1759名建设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现场对检测地点进行全面消杀，
医疗检测人员“全副武装”，参加检
测人员落实测体温、戴口罩、一米线
等措施，确保检测工作安全有序完
成。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应检尽检”排查排除建筑工地疫情风险

冬奥工程建设者集中核酸检测

6月28日上午，随着中交二航局建设者将最后一盘粗骨料活性粉末混凝土缓缓浇入横向湿接缝中，世界首座轻型钢混
结构斜拉桥——南京长江第五大桥跨江主桥顺利合龙。

南京长江第五大桥全长约10.33公里，大桥为中央双索面三塔组合梁斜拉桥，跨江大桥长约4.134公里，主桥两个主跨
均为600米，总跨径1796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时速100公里。该桥是世界第一座真正意义上钢混组合结构的
大跨径桥梁，集混凝土结构和全钢结构之所长，既有钢塔的耐久性，同时造价也适中。此外，主桥工厂化、装配化施工比
例高达80%，有效减少了现场作业强度及难度，提高工程速度和质量，并大大减少了对桥位环境和长江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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