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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漫长、步骤
繁多曾是困扰有关企业的难题，也是行
政审批领域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得
益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
化，全流程审批事项压减至平均66项，
审批周期缩减近一半，使企业相关成本
大幅降低、办事更加便捷。

8 年前，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展
示了一幅 4.8 米长的行政审批“万里长
征图”，直观地呈现了工程建设项目从
立项到验收的整个审批流程——一个工
程建设项目需要跑20多个部门，办100
多个手续，最短需要799个工作日。“审
批之难”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

8 年后的今天，得益于持续深化的
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全流程审批
事项压减至平均66项，审批周期缩减近
一半，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万里长征图”开始成为历史。
审批周期缩减近一半

“真没想到，进一个大厅，就把项

目全批下来了！”在宁夏银川审批局代
办窗口的帮助下，通过招商引资来到宁
夏的某项目负责人冯洁办结了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手续。“没想到西部地区的项
目审批集成化水平也这么高。”冯洁感
叹道。

高效便捷的审批程序得益于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2018年5月，国
务院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5个城
市和浙江省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试点。2019年3月，在总结试点经
验的基础上，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开
展。

改革实施以来，住建部再造全国统
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同时不断
完善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审批机制。各地
按审批阶段制定统一的申报表单，实现

“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务，“一张表
单”整合申报材料，有效加强全过程协
同审批服务管理。

如今，通过改革统一审批流程、统

一信息数据平台、统一审批管理体系、
统一监管方式，全国统一的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和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全流程审
批事项压减至平均66项，审批周期由改
革前平均 200 多个工作日压减至 120 个
工作日以内，缩减近一半，个别审批用
时压缩率达到90%以上。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瘦身提质”。

精简环节，加强监管
“6个业务合并起来办，申请材料少

了这么多，而且一天就办完了，真是太
方便了！”山东淄博某地下车库项目申
请人王先生办理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审
批业务后说道。

为了破解施工许可阶段审批事项
多、材料多、审批链分散等难题，淄博
市将阶段内 6 个事项整合为 1 个综合事
项，实行内部并联审批，发放“行政审
批综合许可证”。

以往，流程漫长、步骤繁多、标准
不一导致审批复杂，效率低下。打破部

门壁垒，形成部门协同审批机制，推动
从碎片化部门管理向政府综合管理转
变，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题
中应有之义。

为此，住建部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审
批流程图示范文本，方便地方参照制定
公布审批流程和审批事项清单，全面实
施并联审批；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网
络，要求地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统与国家系统及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对接，推进全流程在线审批。简
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周期并不是一味
求快，保证质量与安全仍是第一要务。

改革精简了审批事项和环节，同时
不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由严进、
松管、轻罚向宽进、严管、重罚转变。

在四川成都，智慧工地平台通过自
动监测、线上巡查，24小时全方位智慧
管理，自2019年运行以来，共发出预警
信息超过430万条，发现安全隐患1.2万

余处、文明施工问题 1.3 万余个，一般
问题4小时能处置完毕。

每年节省3000多亿元企业成本
4800张竣工图需要盖章、签名，从

编制、盖章、签字到扫描，至少花费一
两个月——这是改革前浙江舟山某公寓
项目竣工图审批所需的时间。改革后，
企业在竣工图电子化管理系统中完成竣
工图编制、审核、盖章、签字流程，只
花费12个工作日，节约图纸扫描和打印
费用共6.56万元。

改革以来，部分地区加快推进“掌
上办”、无纸化审批、智能化审查，持
续提升审批管理效能。2018年至今，各
地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审批
工程建设项目 95.49 万个，办理审批服
务事项308.3万件。

从“万里长征图”到不见面审批，
改革节约了审批时间，使企业经济成本
大幅减少、办事更加便捷，给企业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测算，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每年为市场主体节省资金成本3000亿
元以上。区域评估、政府购买服务开展
施工图审查、取消资金证明等改革举措
也有效减少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第
三方评估显示，85%以上的企业表示改
革后审批手续和时间得到有效压减，办
事更加便捷。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
办理建筑许可指标的全球排名中，我国
由2018年的全球第172位提升至2020年
的第33位。

精简不意味放松，如何审得快又管
得好？“当前，我们通过加强‘双随机
一公开’、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红黑
名单、完善信用监管机制等举措，不断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住建部办公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要持续推动“严
进、松管、轻罚”向“宽进、严管、重
罚”转变，有效加强审管联动，真正实
现放得了、管得住。

（本报综合报道）

从“ 万 里 长 征 图 ”到 不 见 面 审 批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硬骨头”是如何啃下的？

本报讯（记者 张玉明 通讯员 章
华平）由上海建工总承包、总承包部组织
实施的目前世界上单体最大的卫星厅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卫
星厅工程近日荣获第十九届中国土木工
程詹天佑大奖。这是继该工程荣获中国建
筑行业工程质量鲁班奖和中国安装工程
优质奖两项最高奖项之后，获得的又一项
代表中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项目科
技创新的最高荣誉。该工程从而成了赢得
中国建筑行业大奖的“大满贯”工程。

浦东机场“卫星厅”能够荣获中国建
筑行业大奖“大满贯”，这是上海建工全力
以赴打造精品结出的硕果。总建筑面积
62.1万平方米的浦东机场“卫星厅”为目
前世界上单体最大的卫星厅。“卫星厅”与
机场 T1、T2 航站楼的连接方式突破传
统，通过地下捷运系统相连，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形成“东西分开、南北一体”
的总体规划格局。“卫星厅”建筑外形呈

“工”字型，将登机长廊的长度应用到最大
化，增加了近机位数量，优化了近机位布
置。

上海建工项目总承包管理团队在“卫
星厅”工程建设中充分应用一体化建造技
术与数字化建造技术，确保工程质量。比
如“卫星厅”中量大面广的清水混凝土工
艺，不仅体现装饰艺术效果，更能体现这
种材质的“匠心”之作。该项目团队自主开
发并大规模应用新一代清水模板体系
——玻璃钢柱模板，形成了从清水混凝土
材料研发、现场施工质量控制到后期成品
保护的一系列施工工艺。运用GPS定位、
BIM技术进行三维立体排版到数字化加
工，使清水混凝土表面平整光滑、色泽均
匀。

上海浦东机场卫星厅工程获“大满贯”

1 月 15 日 晚 18
时，由中建二局三公
司建设的天津市南开
区天津体育馆气膜实
验室完成搭建，1 月
16 日凌晨正式投入
使用。

天津体育馆气膜
实验室由两组气膜实
验室组成，每组 5 个
舱，共计 10 个舱，包
括1个样本处理区、2
个试剂准备区、2 个
扩增区。据了解，投用
后，按照天津市当前
十混一检测要求，天

津体育馆气膜实验室每日可检测核酸样本达150万人份，为助力天津阻击奥密
克戎赢取宝贵时间。 通讯员 蒋晓丽 刘婉婷 刘建航 摄影报道

为喜迎春节的到来，营
造团结奋进、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1月13日，重庆高速
集团巨能川九公司三交项目
部组织开展了“迎新年”职工
拔河比赛活动。

此次拔河比赛共有7支
参赛队，每队10人。通过激烈
的角逐，该项目部机电队获
得本次比赛第一名。通过“迎
新”拔河比赛，进一步增强了
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
荣誉感。 通讯员 王志强

彭光淑 摄影报道

1 月 14 日，海
南省住建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陈孝京
一行到中建一局海
口高新发控人大附
属实验学校项目慰
问坚守施工一线的
劳务工友，并为他
们送去新春祝福和
慰问品。

海口高新发控人大附属实验学校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总建筑面
积13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2栋教学楼，1栋图书馆，1栋食堂及相关配套
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提供4050个初高中学位，缓解城区学位紧缺的矛盾。

通讯员 刘嘉仪 李鹏言 摄影报道

1 月 8 日，在
马钢冷轧总厂召开
的年度安委会上，
中 冶 宝 钢 摘 获
2021 年 度 安 全 生
产优秀单位。冷轧
总厂共有 28 家合
作单位，年度安全
生产优秀单位仅 2
家。
通讯员 范自强

曹玉洁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 月 17 日，从广西壮族自
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近日，自治区党
委、政府印发《广西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打造广西“四横五纵”综
合运输通道，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对接和
全国主要区域的连接，实现区内主要城
市之间高效互联互通。到 2035 年，广西
综合立体交通网总体规模约25万公里，
其中干线网规模达到7万公里。

《规划》提出构建一体衔接的轨道网。
到2035年，形成以南宁为中心、以“四纵
一横”国家高速铁路主通道为骨架、以区
域高速铁路为支撑的“一环两轴三纵四
横”高速铁路网络，运营里程达到5000公

里，全面覆盖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城
际铁路总里程达到850公里，城市群内形
成1小时交通圈，区内相邻城市间实现2
小时内通达；市域（郊）铁路线路新建里程
达到600公里，围绕重点城市形成1小时
通勤圈；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里程约1000
公里；形成“五横六纵”的普速铁路网，里
程约5000公里，铁路网全面覆盖城区人
口20万以上的城市。

完善广覆深达的公路网。到 2035
年，形成“一环十二横十三纵二十五联”
高速公路网络；普通国省道总里程约 4
万公里，实现对乡镇、自治区级及以上经
济技术开发区、AAAA 级及以上旅游景
区、二类及以上口岸等节点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农村公路里程约17万公里。
建设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机场群。

到2035年，形成以南宁机场为国际门户
枢纽，以桂林机场为区域枢纽，与区内其
他机场共同形成“1+1+6+5”的民用机场
体系。初步形成辐射全区的通用机场网
络，实现广西“1小时服务”短途运输。

建设具有区域辐射力的陆路综合交
通枢纽群。到 2035 年，形成全国性铁路
综合客运枢纽 1 个、区域性铁路综合客
运枢纽5个、地区性铁路综合客运枢纽8
个的铁路综合客运枢纽总体格局，推动
公路货运枢纽向集成化、规模化、专业
化、信息化方向发展。

（廖欣 白金发 金春良）

广西打造“四横五纵”综合运输通道

本报讯（通讯员 王秋生 周美王
昊）1月18日，由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投
资、中交二航局承建的世界最大跨度、
最大宽度的三塔自锚式悬索桥——山
东济南黄河凤凰大桥正式通车。

大桥全长 3788 米，其主桥长 1332
米，两个主跨均为 428 米。该桥是济南
起步区区域交通“三桥一隧”重大工程
项目之一。总投资63.27亿元的凤凰大
桥，总用钢量高达11.4万吨，相当于2.7
个鸟巢。

主桥为三塔自锚式悬索桥，共设置
2 根主缆，采用双索面空间线型，长约
1286米、总重约4721吨。每根主缆有61
束索股，每股由127丝直径6.2毫米、抗
拉强度不小于1960兆帕的镀锌铝合金
高强度钢丝组成。“一桥多用、黄河上最
宽桥梁”也是大桥的重要特点。

大桥整幅全宽61.7米，相当于3个
和谐号动车头车的长度。桥梁采用“同
层布置、公轨合建”模式，双向八车道，

一级公路标准建设，中间预留城市轨道
交通空间，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兼顾城市
主干道功能，两侧还设有非机动车道与
人行道。之所以设计如此之宽，也是综
合考量集约利用过河通道资源，降低工
程规模，节省工程投资，并兼顾景观效

果及行车安全等因素。
大桥建成后，对完善区域规划路

网、提高路网运输能力、改善区域交通出
行环境发挥巨大作用，对推动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扩展城市发展空
间，促进济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济南黄河凤凰大桥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 赵

桂军 田宇） 1 月 16 日，
由中铁十二局集团三公司
承建的广佛肇高速公路广
州段朝阳互通立交正式开
通。

广佛肇高速公路是粤
港澳大湾区重点交通建设
项目，也是广东省高速公
路网规划中“十四射”广
州黄埔至肇庆封开（粤桂
界）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全长约224公里。

中铁十二局集团三公
司承建的朝阳互通立交工
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包
括 1629 米的主线特大桥
和总长7311米的8条匝道
桥，桥梁4处下穿京广高
铁，5次上跨广清高速公
路，既有线施工占比高达
85%。工程涉及西江引水
管，广州地铁8号线，多
处电缆隧道、高压线等，
施工安全风险大。建设者
通过对施工现场实时视频
监控，并对重点风险区域
设置 24 小时人工巡查，
为施工生产提供“科技+
人力”的双重保障，确保
工程安全平稳推进。

该工程多次跨越主
干高快速路，吊装施工
难度大。面对交通疏解
要求高等挑战，建设者
通过联合设计单位、路
权单位、交警部门，编
制分阶段的道路围蔽方
案和交通组织方案。施
工过程中按实际交通状
况调整施工计划，降低施
工对既有交通的影响，充
分利用凌晨 2 点至 6 点车
流量较小的时间段进行
吊梁作业，确保吊装施
工 安 全 、 交 通 疏 解 有
序、建设工期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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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今）日前，上海市绿
化市容局、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公安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执法局、市房屋
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建筑垃圾治
理 打击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行为三
年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对上海建筑垃圾
全程治理体系提出“三年行动目标”。

三年专项行动明确了完善全程体系、
夯实源头管理、提升运输规范、严格处置
监管、强化行政执法、促进管执联动、密切
行刑衔接等主要任务。到2024年12月，上

海将建立起完善的建筑垃圾管理体系，收
运处作业规范，全程管理有效，形成共治、
共享良好格局，实现建筑垃圾无害化、减
量化、资源化处置。

按照全程管理要求，三年专项行动提
出通过工作联系单方式强化同级移送以
及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在搭建组织框架
的基础上，建立定期研商、联合执法等制
度，推动落实专项行动各项工作。

三年专项行动要求，进一步落实和强
化相关区属地责任，充分发挥区和街道乡

镇的主体作用。浦东新区对辖区建筑垃圾
源头产生申报、转运分拣、消纳及资源利
用等环节开展百日整治行动。对于前期查
实的情况，对相关企业进行约谈、书面警
告、责令整改、暂停受理新增车辆入网申
请、清退涉事车辆IC卡，并建立联合惩戒
机制，将涉案企业联合公安和城管等部门
共同列入重点监管，并对街镇夯实属地责
任提出进一步的管理措施。

据悉，2022年新年伊始，上海打响了
一场全面整治建筑垃圾违法违规行为的

大会战。1 月 13 日、14 日，上海市绿化市
容、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部分在
建工地进行抽查。发现违规工地5个，违
规运输车辆3台，当场开具谈话通知书6
份。1月17日，市绿化市容、城管等部门开
展专项行动，检查了6处疑似非法建筑垃
圾堆场，查扣违法建筑垃圾1000余吨。

下阶段，上海市、区相关部门强化各
类建筑垃圾源头产生单位的管理主体责
任，对非法收纳、处置、转运建筑垃圾等行
为，坚决予以查处。

沪上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三年专项行动启动

弘 扬 匠 心 文 化弘 扬 匠 心 文 化 传 承 工 匠 精 神传 承 工 匠 精 神
“2021 中国建造匠心传承致敬礼”颁奖活动在京举行

（上接第1版）
他们也是此次获评“2021中国建造匠

心年度人物”的16名杰出行业代表，他们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
任、筑境设计主持人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名誉院
长、总建筑师、本土设计研究中心创始人及
主持建筑师崔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张杰，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首钢集团总建筑师
吴晨，北京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
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冰壶赛场设计总负责
人郑方，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
总工程师陆建新，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首席专家）、工程研究总院
院长龚剑，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港珠澳
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北京城建集团总工

程师、国家速滑馆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李久林，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中心原主
任、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成员李永革，
古建瓦石独立分支学科创始人刘大可，塞
罕坝机械林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向
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当代铜建筑
之父、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传承人朱炳
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首批龙泉
青瓷非遗传承人徐朝兴，北京握拉菲首饰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孟剑锋，自然造物&自
然公社创始人张书雁。

“今天拿到这个奖的时候手有一些颤
抖，为什么颤抖呢？我们过去很多老前辈，
老师傅，老先生们，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奖
项，我今天不是为我个人拿奖，我也同时是
替老前辈老先生们在拿这份奖。文物建筑
修缮这一行，我感觉一辈子没有干够，同时
这一辈子也干不够，不可能都学全了，中国
五千年历史文化蕴含太深了，只有一辈子

兢兢业业去钻研，去学习，使之传承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
中心原主任李永革说。

传承大国匠心，培育工匠精神
从这些从不同行业涌现出来的大国

工匠身上，我们能发现他们最闪亮的共同
之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
求卓越。这种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
新的光彩。

这次活动上，有三位获奖嘉宾发表了
主旨演讲，他们从自己所专注的工作出发，
阐述自己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和传承。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
筑师、首钢集团总建筑师吴晨认为，作为一
位成熟的建筑师应该具有关注到社会发展
和人居环境改善方面的能力。

他说，面对2035年甚至更长远的目标
规划，城市复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空间的
变化，同时还是文化的传承、社会活力的强

化，以及经济和科技全方位的创新和推动。
要以持续的城市更新来推动城市复兴的进
程。同时，城市更新的内涵还可以再扩大，
不仅限制于物质空间理念，还应该让城市
更多机能复兴和再生。

“可持续策略是设计和建造场馆的核
心理念。”北京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冰壶赛场设计总负
责人郑方表示，“可持续·向未来”是北京冬
奥会的愿景，冬奥会所有场馆的设计和建
设都以“环境正影响、区域新发展、生活更
美好”的核心目标展开。

中国铜建筑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传承人朱炳仁说：

“我希望建一座‘铜宫’留给历史，‘铜宫’是
建筑科技、建筑结构、建筑造型、建筑材料、
建筑环保等技术与艺术的结晶，是一代人
自豪与奋发的建筑群。”

他们虽然所处行业不同，但都是在以
追求专注与极致的工匠精神改变着社会，
引领行业发展。安然于无闻，执着于真知。
传承大国匠心，培育工匠精神，是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求使然，也必然顺应新时代
发展要求。本次活动由中国房地产报、中国
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院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