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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建立完善建筑行业信息宣
传工作网络以及加强建筑业企业信息宣
传工作，进一步提高建筑业企业信息宣
传干部的新闻写作水平，由建筑时报社
主办，浙江省嘉兴市建筑业协会协办的

“2020 年华东地区建筑业宣传干部、优
秀通讯员高级培训班”定于 2020年7
月24日至25日在浙江省嘉兴市举办。

本次培训班将以企业宣传工作综合

要求为切入点，通过政策宣贯、理论学
习、案例分析、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
从互联网思维及媒体融合发展、传播学
理论介绍、新闻写作素养、新闻摄影等
多方面对参会者进行授课并组织业务交
流。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会议时间：2020年7月24日至25日
（7月23日下午13：00起报到）

报到地点：嘉兴市晶晖酒店大堂，

嘉兴市马塘路500号 （高铁嘉兴南站乘
坐93路，8分钟车程抵达酒店）。

日程安排

7月23日 （周四） 13：00至21：00
在嘉兴市晶晖酒店大堂报到。嘉兴市本
地区参会代表24日上午8：00起报到。

7月24日 （周五） 全天培训 （嘉兴

市晶晖酒店——晶晖厅）。
培训班内容：开班典礼及领导致

辞、专家授课、观摩工程项目等。
（注：具体议程及内容、注意事项

等以当天报到发放的议程为准。）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期间，结合当地
防控情况需求，为确保参会人员健康安
全，请参会学员佩戴口罩保持适当社交

距离，报到入住时请配合测量体温、做
好信息登记、出示健康绿码及十四天漫
游记录。

报名办法

1.培训班报名截止日期：7月21日；
2.电子版报名回执表可到“建筑新

网”（www.jzsbs.com）下载；

3.报名回执表填写好后请于7月21
日前传真至建筑时报社，或电子版回执
表发送至：tonglianbu@jzsbs.com，传真
号：021-63214266。

联系人：顾 今（13651941536）
徐世荫（18621896917）
何梦吉（18616259529）

关于举办2020年华东地区建筑业宣传干部、优秀通讯员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本报讯 7月3日，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政府
印发《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支持政策》）。

《支持政策》围绕改革赋权、财政金融支持、用地
保障、新基建建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要素流动、
管理和服务创新、组织保障8个方面，提出了22条具
体政策措施。

其中提出，赋予示范区执委会省级项目管理权
限，统一管理跨区域项目，负责先行启动区内除国家
另有规定以外的跨区域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和备案
管理。赋予示范区执委会联合两区一县政府行使先行
启动区控详规划的审批权。同时，两省一市按比例共
同出资设立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资金 （3年累

计不少于100亿元），用于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建设发
展以及相关运行保障。

建立建设用地指标统筹管理机制。涉及区域规划
的轨道、高速公路、国道、航道、通用机场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用地指标，由省（市）以上统筹安排。按
照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原则，由两省一市建立建设用地
指标周转机制，周转期最长不超过5年，保障示范区
重大项目实施。

统一相关职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和职称评审标
准。对二级建造师、二级注册计量师、二级造价工程
师、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考试项目，实行
统一合格标准、统一证书式样。对考试合格人员，允
许跨区域注册执业。 （本报综合报道）

沪苏浙发文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

统一二级建造师考试合格标准

本报讯 7 月 2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官网发布《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框架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拟大幅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

住建部表示，为保持资质管理政策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对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干扰，保障工程质量安全，在维持
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资
质标准框架基本不变的同时，按照“能减
则减、能并则并”的原则，大幅压减企业资
质类别和等级。对可由市场自主选择、行
业自律进行调节的企业资质类别予以取
消。对部分专业划分过细、业务范围相近、
市场需求较小的企业资质类别予以合并。
对部分设置过多的资质等级进行归并，减
少资质层级。

根据《征求意见稿》，改革后的工程
勘察资质分为综合资质和专业资质，工
程设计资质分为综合资质、行业资质、
专业资质和事务所资质，施工资质分为
综合资质、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

和专业作业资质，工程监理资质分为综
合资质和专业资质。

其中，工程勘察资质保留综合资
质。将 4 类专业资质及勘察劳务资质整
合为岩土工程、工程测量、勘探测试等3
类专业资质。专业资质等级压减为甲、
乙两级 （勘探测试专业资质不分等级），
原丙级资质并入相应专业乙级资质。

工程设计资质保留综合资质。对部
分行业资质进行整合，其中，冶金行业
与建材行业合并为冶金建材行业资质，
轻纺行业、农林行业、商物粮行业合并
为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电子行业、通
信行业、广电行业合并为电子通信广电
行业，石油天然气行业并入化工石化医
药行业，军工行业并入机械行业，核工
业行业并入电力行业，资质等级压减为
甲、乙两级，原丙级资质并入相应行业
乙级资质。取消海洋行业及专业资质，
相关企业可以换发相近行业资质。整合
原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电力、

市政行业中的专业资质，资质等级压减
为甲、乙两级，原丙级资质并入相应专
业乙级资质；取消其他行业的专业资
质，并入相应行业资质，原甲、乙级专
业资质并入相应等级的行业资质，原丙
级专业资质并入乙级行业资质。将专项
资质调整为通用专业资质，取消环境工
程专项资质的 5 个专项类别，整合为环
境工程专业资质，资质等级压减为甲、
乙两级，原丙级资质并入相应专业乙级
资质。保留3类事务所资质。

施工资质中，将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调整为施工综合资质，取得原10类施
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中的任一类，即可换
发综合资质。取得综合资质的企业，可
承担各类别、各等级施工总承包业务，
不再申请或持有其他施工资质。

同时，保留原 12 类施工总承包资
质，将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民
航空管工程及机场弱电系统工程专业承
包资质和机场目视助航工程专业承包资

质等合并为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取得上述 3 个专业承包资质中的任一
个，即可换发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资
质。施工总承包资质等级压减为甲、乙
两级，甲级资质在本类别内承揽业务规
模不受限制，原一级资质调整为甲级资
质，其他等级资质合并为乙级资质。

保留地基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核工程等专业承包资质；将原专业承
包资质整合为建筑装修装饰类、建筑机电
类、公路工程类、港口与航道工程类、铁路
工程类、水利水电工程类、通用类专业承
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不分等级。

将劳务企业资质调整为专业作业资
质，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不分等级。

工程监理资质保留综合资质。取消水
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等专业资质，其资质要求执行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规定。取消农林工程监理资质，建
设单位委托农林工程监理业务时，不再作
资质要求。上述 4 个监理专业资质取消

后，相关企业可以换发相近专业同等级监
理专业资质。监理专业资质等级压减为
甲、乙两级，原丙级资质并入相应专业的
乙级资质。取消事务所资质。

住建部表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
准框架确定后，将启动建设工程企业资
质管理规定、资质标准等的修订工作，
有针对性地调整企业资质标准中的考核
指标，原则上不提高标准，最低等级资
质可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多个资质合并
的，将兼顾合并前的各项资质标准，在
修订资质管理规定和标准时，充分考虑
资质类别压减对企业的影响。

同时，为减轻企业换证负担，原资
质证书有效期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12月30日届满的，统一延长至2021年
12月31日。新资质标准发布后，设置适
当的企业资质过渡期，到期后实行简单
换证，即按照新旧资质对应关系直接换
发新资质证书，不再重新核定资质。

保持现行审批模式不变的同时，加

大简政放权力度，除综合资质外，全部
下放至省级及以下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其中，涉及公路、水运、水利、通信、
铁路、民航等资质的审批权限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进一步压减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

加快推动企业资质审批事项线上办
理，实行全程网上申报和审批，逐步实
现企业资质审批“一网通办”，所有企业
资质信息均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公开发布，供社会公众查询。企
业资质全国通用，严禁各行业、各地区
设置限制性措施。

此外，在淡化企业资质管理的同
时，进一步强化个人职业资格管理，健
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加快推行工程担
保和工程保险制度，更多通过市场机制
约束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行为。同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
为的处罚力度，持续规范建筑市场秩
序。 （本报综合报道）

住 建 部 出 台 《 建 设 工 程 企 业 资 质 标 准 框 架 （ 征 求 意 见 稿 ） 》

大幅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大幅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

本报讯 7月1日上午，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世界上首座主跨为千米级的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建成通车，沪苏通
铁路同步开通运营。江苏省委书记娄勤
俭、省长吴政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陆东福，上海市副市长汤
志平共同为大桥揭牌。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北起江苏南
通，南至张家港，全长11072米，其中
正桥长 5827 米，南北岸引桥长 5245
米，主跨1092米，为世界上首座“4线
铁路+6车道公路”、主跨超千米的公铁
两用斜拉桥。

大桥主要特点表现为“高”“大”
“新”——

“高”即主塔高 330 米，为世界上
最高公铁两用斜拉桥主塔。

“大”即跨度大、体积大，主航道
桥主跨 1092 米，为国内最大跨度斜拉
桥，也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

桥。沉井基础体积大，主塔墩沉井平面
相当于12个篮球场大小，沉井高110.5
米，为世界上最大体积沉井基础。大桥
建设用钢量达 48 万吨，相当于 12 个

“鸟巢”；混凝土用量达230万立方米，
相当于8个国家大剧院。

“新”即运用了一大批新材料、新
结构、新设备、新工艺。在大桥建设
中，各参建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科研攻
关，形成了65项专利、创造了14项新
工法，在桥梁建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实现五个“世界首创”，即：实现
千米级公铁两用斜拉桥设计建造技术世
界首创，实现 2000 兆帕级强度斜拉索
制造技术世界首创，实现 1800 吨钢梁
架设成套装备技术世界首创，实现1.5
万吨巨型沉井精准定位施工技术世界首
创，实现基于实船—实桥原位撞击试验
的桥墩防撞技术世界首创，在我国乃至
世界铁路桥梁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通车，将显

著提升长三角区域铁路、公路路网水

平，对完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具有重
要意义，极大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跨江融
合、协同发展。 （姚晓岚）

我 国 自 主 设 计 建 造 实 现 五 个 “ 世 界 首 创 ”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正式通车
本报讯 7月2日，在川渝毗邻地区

交通运输融合发展推进会上，四川省交
通运输厅和重庆市交通局共同签署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以下称

《行动方案》），明确四川和重庆计划到
2022年，建成川渝间高速公路共16条；
川渝间9条普通国道达到二级、11条普
通省道达到三级及以上标准贯通。

据了解，目前川渝之间已经建成高速
公路通道共11条。根据《行动方案》，双方
将在未来3年织密川渝间高速公路网络，
加快实施成都经天府国际机场至潼南、渝
广支线、泸州至永川等高速公路建设，新
开工南充至潼南、内江至大足、开江至梁
平、G76/G85成渝高速扩容、G93遂渝高
速扩容、G93 泸渝扩容、铜梁至安岳、
重庆至合江至赤水、大竹至垫江至丰都
至武隆等高速公路。

同时，川渝两省市将共同建设成都
—重庆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合力推动

交通强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
化试点工程先行先试、试出成效，提速
构建多层次“1 小时”交通圈，支撑打
造1小时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运输
服务体系、交通治理体系等重点领域一
体化建设取得实效。

同时，双方还将实施川渝毗邻地区
干线公路网缝合工程，加快推动S202线
邻水县至川渝界段等一批干线公路升级
改造工程，消除川渝毗邻地区瓶颈路段。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罗佳明表
示，《行动方案》充分强化“一盘棋”思
想，贯彻“一体化”理念，内容系统全
面，又有所侧重。比如，《行动方案》确
定的11项重点任务，既包括公路水路基
础设施建设硬件升级，又涵盖规划编
制、运输服务、智慧交通和治理体系等
软实力提档。在内容上，侧重于川渝两
地协同推进的事项；在空间上，基础设
施规划建设侧重于川渝两地毗邻地区。

（王眉灵 袁城霖）

川渝签署交通一体化行动方案
2022 年建成两地间 16 条高速公路

本报讯 7月1日，由中建三局承建
的我国首家新冠疫苗研发实验室、华中
唯一一家P3级生物安全型负压超净生产
车间项目落成仪式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举行。

该项目属新冠肺炎的预防工程，是
湖北省乃至全国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

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黄金桥武生所厂区
内，建筑面积7260平方米，由新冠疫苗
研发实验室和生产车间两栋单体组成，
建筑高度为22.5米，项目建成投产后可
满足年产一亿剂量的需求。

据介绍，该项目主要难点在于防止
洁净区有害物质外泄，而气流是由压力
高的区域流向压力低的区域。因此，P3
生物安全实验室及生产车间必须相对外
界保持负压，从而保证洁净区有害物质
不会随气流外泄。

针对以上技术难点，项目的建筑维
护结构采用不锈钢板自动轨道焊接，确
保连接处密封严实；所有穿墙的管道、
电线管等都设置穿墙密闭器，确保所有
缝隙都严格密封；通风系统采用全新风
直排系统，新风通过七级过滤净化、加
热、加湿、制冷，确保空气洁净并恒
温、恒湿，同时，排风采用三级高效过
滤，确保排风经过消毒灭菌、过滤，确
保排放室外的气体安全无污染。（柳洁）

我国首家新冠疫苗研发实验室
和生产车间项目在汉落成

本报讯 6 月30 日，广西举行二季
度全区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活动
以“云开工”方式，在梧州设立现场主
会场，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11个
设区市及辖区县设分会场同步举行。此
次集中开竣工项目576 个，总投资2099
亿元。其中，开工项目 407 个，总投资

1661 亿元；竣工投产项目169 个，总投
资438亿元。

据介绍，今年以来，广西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1-5月，重
大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673亿元，创历史
新高，其中，自治区层面重大项目完成
投资1287亿元，同比增长28%。

此次集中开竣工的 576 个项目层次
高、带动能力强，涵盖了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领域，将为广西增强发展后劲打下
坚实基础。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广西将以此次集中开竣工为契机，

全力抓“六保”促“六稳”，通过加大统
筹协调、精准招商选商、争取国家政策
支持、精心谋划项目储备、千方百计加
快项目进度，继续把重大项目建设当作
促投资、育产业的“强引擎”和“加速
器”，形成有效投资量，推动全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 （康安 潘登）

全 力 抓“ 六 保 ”促“ 六 稳 ”

广西集中开竣工重大项目 576 个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博李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