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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聚 焦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近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华山路与赣水
路交口，两栋30多层的高层建筑正在加紧建
设中。此处紧邻湘江公园，距离万达广场等
商场也非常近，地理位置优越。两栋楼结构
相似，从外观上很难想到其中之一曾是烂尾
20多年的“国贸中心”。

国贸中心大楼从1992年开始建设，期间
历经多次升级改造和搁置，最后烂尾，严重影
响了周边整体环境。

据了解，续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
方米，包括公寓、写字间、商铺等。在施工过
程中，工人成功地实现了新旧建筑结构的连
接，保证楼体坚固安全。目前大楼的主体工
程已基本完成，全部完工后将成为一处新的
地标式建筑。

昔日烂尾楼
按下“启动键”

走进哈尔滨市香坊区拥军街与军立
街交口的万科金域悦府的施工现场，一栋
栋建筑主体已经封顶，与传统建造方式不
同，这些建筑均是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
设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装配式建筑就像
“拼积木”，建造中所用的建筑材料，都是有
专门工厂加工好，再运送到施工现场，由专
业工人进行拼装。现场负责人沈天宇介绍，
与传统建造方式相比较，劳动力需求量较传
统建筑减少了 20%，质量与精度更高。

有专家计算，整个工程无须搭设脚手
架，大量节地节材；基本不用传统木模板、
木方，节约木材 90%；节约用水 65%左右；
节约钢材 5%-8%；节约混凝土 10%左右；
减少现场施工垃圾 90%；施工阶段，现场

基本无粉尘污染；减少现场施工场地 50%
左右……可见其一次节能带来的效益非
常可观。

实际上，近年来装配式建筑项目在我省
逐渐递增，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省累
计推广装配式建筑项目207.55万平方米，这
其中不乏“点睛之作”。以大庆华宏钢构彩
板制造有限公司总面积 739平方米的研发
中心办公楼为例，该项目由 15名工人用 25
天建造完成，工期与成本比之传统建筑都有
所降低。作为我省西部地区第一座装配式
钢结构公共建筑，这座楼获得了 19项国家
级实用新型专利。

项目的增多也带动了我省当地的建筑
材料企业的发展，沈天宇告诉记者：“我们项
目大多数部件都来自省内的制造企业。”

“搭积木”：如何实现一次节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利红

日前,哈市的张女士给黑龙江日报民声
部打来电话,询问如何给盲人申请导盲
犬？张女士说,自己 33岁的弟弟不幸因病致
盲，走出致盲阴影后，在一家盲人按摩机构
工作，为了让其走路方便，家人想为弟弟申
请一只导盲犬，但不知道如何申请能领到
导盲犬？

就此问题记者询问了哈尔滨市盲人协
会。据盲人协会工作人员介绍，我省目前还
没有导盲犬训练基地，最近的导盲犬训练基
地在大连。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可为哈尔
滨视障人士免费申领。经过询问,申请导盲
犬的视障人士年龄在18周岁至50周岁,有生
活自理能力，能够独立饲养管理动物，可自
行负担导盲犬的日常所需费用。视障人士
在导盲犬基地官网下载申请表格，提交后由
基地审核。专业人士到视障人士家进行审
核，审核内容包括居住地内是否有导盲犬单
独居住地方，视障人士提供导盲犬饮食情
况、居住地周边是否有医治导盲犬疾病的
宠物医院等。审核后，基地还会派导师对领
养者进行大约一个月的磨合训练，训练考核
合格后，就可免费领走导盲犬。

视障人士如何
申请到导盲犬？

最近的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可为
哈尔滨视障人士免费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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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绿色建筑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吴利红

建筑业是碳排放大户，建筑节能
更被认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
之一。

“十三五”以来，我省推广绿色建
筑面积 6077万平方米。新建绿色建
筑占新建建筑比例从 2016 的 10%提
高到2020年的76%。

绿色建筑如何实现降低能耗？里
面又有多少科技含量？住在里面啥感
受？外墙贴保温板是不是就变成绿色
建筑……带着问题，近日，记者探访了
我省多个绿色建筑试点和施工现场。

有多少
科技含量

造价
特别高

？
住着

划算吗

？？

超低能耗建筑是啥样子？它如何实
现超低能耗？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哈尔
滨市松北区的中德生态科技小镇一探究
竟。

一片朱红色建筑群欧范儿十足，它
可不只颜值高，就建筑本身来讲，其科技
含量也非常“有料”。该小镇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我们在建设时多采用德国的
被动式节能建筑技术。”

建筑的外围护结构厚度在25厘米、
墙内所填充保温材料是石墨聚苯板、窗
与门厚实程度，都是经过导热系数的计
算得出的结果、在窗户与建筑间装置了
封闭胶条，使房子的气密性非常好、设计
上则加大南向窗户面积同时适当缩小北
向窗户面积，这样既有利于冬季充分利
用南向窗太阳的热量进行被动式采暖，
又有利于减少冬季北向窗向外散热……
整栋建筑犹如一个“冰棍箱”，节能降耗
又让屋内冬暖夏凉。

在极寒天气下，是否真的不用供暖
系统？封闭的室内如何保证空气流通？
面对记者抛出的两个问题，该项目负责
人表示：“我们取消传统供暖系统，在屋
内铺设了电热膜，它主要是为补充流失
的少许热量。与传统火电不同，它主要
用‘绿电’—风力供电，电价按峰谷平均
只要 0.5元/度，每平方米能耗相当于传
统建筑的四分之一；屋内的新风系统保
证了室内空气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新风系统内采用的
热回收技术，不会因为室内外空气的交
换，影响室内温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建筑群节能
标准非常高，可达到90%—95%。

虽然“十三五”以来，我省新建绿色建筑设
计面积大幅提升，但在实际发展中，也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痛点。首先，绿色建筑发展没有资
金支持，建筑企业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

其次，当下社会对发展绿色建筑认知不充
分，一些县级市认知度弱化。一位建筑行业专
家表示：“很多人都会误认为绿色建筑造价特别
高，其实不然，其造价仅会比普通建筑造价略
高，但绝非高得离谱。从群众长远利益考虑，住
绿色建筑还是非常划算的。”

最后，省住建厅建设标准和科技处相关工
作人员还表示，目前装配式建筑中技术工人缺
乏，不利于进一步推广装配式建筑在绿色建筑
中的比例。

正在进行绿色建筑研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王凤来建议，各地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保
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项目应 100%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逐步要求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
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这对于黑龙江今后发展
绿色建筑大有好处。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要充分利用“黑龙江省
建设职业培训与就业服务平台”开展绿色建筑
相关标准宣贯，强化绿色建筑设计、施工、验收、
运行、评价等从业人员培训，将相关政策、技术、
标准等纳入建设工程注册执业人员继续教育内
容。

他告诉记者，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研究制
定支持政策，对绿色建筑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
施工等相关企业，在信用评价、资质升级、评优评
奖等方面制定适当加分政策。应将绿色建筑相
关产业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提供绿色信贷
支持和融资对接服务，用好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省住建厅要求各地在竣工验收时要将绿色
建筑项目纳入验收范围，未按绿色建筑设计和
绿色施工要求执行的，不得通过竣工验收。各
地要将绿色建筑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当地政府年
度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温室气体排放
等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

专家开方：
用好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现实生活中，很多群众并不是很了解绿
色建筑，很多人简单的把楼体安装“保温板”
当作“绿色建筑”。而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
哈西溪树庭院（南区）住宅小区的居民则对

“绿色建筑”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住在 18 号楼的居民郭女士告诉记

者：“我家冬暖夏凉，夏天即便室外温度
30 摄氏度，室内温度仅为 24 摄氏度，住
着特别舒适。”这样的温度可不是空调的

“功劳”，而是得益于楼内采用了天棚辐
射采暖、空气源热泵制冷系统及新风热
回收系统，这些技术系统使冬季室内不
会产生燥热、夏季冷风风感过大等问
题。此外，小区在建设中，还采用了性能

良好的外墙保温及外窗系统，保证了建
筑保温隔热优良，外窗气密性好，有效减
少了采暖及制冷的能耗。

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该小区全
部达到绿色建筑二星标准，节能率达 65%
以上，其中有 6 栋高层节能率达 72%以
上。

住宅、室外绿化灌溉、道路浇洒等分别
设水表计量；采用铺设植草砖、设置下凹式
绿地等措施增加雨水入渗；室外景观按海
绵城市标准设置水系与旱溪相结合，水系
收集雨季雨水用于绿化庭院、草地节水灌
溉……内行看门道，小区的很多细节都体
现出“节”字。

“节能温室”：如何住的舒服又节能？

本版 6月 7日刊发《乡镇干部
帮插秧“小菜园”里农事忙》一
文，报道了兰西县平山镇乡镇干
部为了帮助农民增加收入，经过
走访调研，在所辖村屯农民房
前屋后土地偏盐碱性的“小菜
园”里种植有机水稻，帮助村民
发展小园经济。金秋10月，兰西
县平山镇传来喜讯，17户农民种
植的39亩小园有机水稻丰收了！

日前，记者再次来到了农民
穆道海家。距他家还有一段距离，
机器轰鸣声已“翻墙”而出。走近，
记者便看到人工收割后的水稻正在院
子外用机器脱粒，穆道海难掩兴奋地在
和邻居分享经验。

“收成特别好，纯有机种植，这米香！”穆
道海告诉记者：“一亩多地的小园，产了1600
斤的水稻，大概能磨出 800多斤大米。还没
磨完呢，就已经卖出去 100斤了，钱都到账
了。”穆道海说，大米 10元/斤，抛去电费、人
工、稻苗的钱，净赚 6000元左右。“小园本来
顶多种点菜自己家吃，现在改成水稻田以后
每年都能多挣好几千，真得好好感谢咱镇里
的好干部！”

平山镇位于兰西县西北部，土地偏盐碱
性，粮食产量低，种植以玉米为主，品种单
一，农民收入低。践行学党史办实事，为了帮
助农民增加收入，时任党委书记张亚彬经过
走访调研发现所辖村屯农民房前屋后的“小
菜园”利用率低，便选取了所辖村屯 17户农
民，39亩小园进行水稻试种植。

因为当地农民缺少水稻种植经验，其间，
张亚彬带领17名干部还和农民一起学习水稻
种植技术，并帮助他们一起插秧种田。为了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镇里还出钩机免费帮
助农民整地，并专门购置了小型整

地机、打浆机、插秧机、

收割机等农用设备，无偿提供给他们使用。
如今小园有机水稻已经丰收，农民为镇里

的干部竖起了大拇指！“地里的水稻都是镇里帮
我们收割的。”农民金忠国由衷地说：“镇上的
干部真是替我们办了件大实事！”

金忠国家不到1亩地的小园能产出400
斤大米，“净赚4000元，我家用的都是农家
肥，不仅种出来的大米好吃，还顺便解决
了牛羊的粪便处理问题，变废为宝。”他
家的大米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全部售
出。

明年穆道海和金忠国都打算
扩大种植面积，他们告诉记者，
看到他们的成功，身边很多
人也都打算将“小菜园”
改成小园种植水
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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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棍箱”：
如何实现超低能耗？

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专业工人正在工作专业工人正在工作。。

丰收的水稻田丰收的水稻田。。

正在收割的稻田正在收割的稻田。。

如今大楼主体已完工。

曾经的烂尾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