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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低保标准
分别提高

5.4%和9.4%
实现“十四连增”

新建1.8万个
5G基站

精准疫情防控
提升核酸检测、
流调溯源等能力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民用住宅二次供水存污染隐患 省政协委员张旭建议：

以哈尔滨为试点 定期清水箱公开消毒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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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提案建议

生活报讯（记者周琳）目前，二
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长时间使用后，二次供水易造成二
次污染，水箱中会有淤泥沉积，会滋生
青苔和沉淀物，如不及时清洗，水中的
余氯被消耗掉，微生物指标也会超标，
容易出现病菌、红虫、重金属等问题，
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在今年的“两会”
上，省政协委员张旭建议，我省应该创
新模式，以哈尔滨市为试点，逐步督促
物业公司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
洗消毒并公布结果，接受监督，让居民
用水更放心。

在调研中张旭发现，目前城市以
高层、超高层建筑为主，根据《室外给
水设计规范》规定，通常七层以上（含
七层）的楼房，就必须进行水泵加压二
次供水。为此，各个小区物业公司必
须将城市公共供水经储存、加压，通过
管道再供用户使用，但在长时间使用
后，二次供水易造成二次污染，影响居
民身体健康。

为此，在今年的“两会”上，张旭建
议，应采取“互联网+”模式管理，创新
物业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便于市
民全程迅速查询督促本小区水质情

况。我省以此创新模式，以哈尔滨市
为试点，逐步督促物业公司定期对二
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并公布结
果，接受监督。清洗消毒后，由具备相
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合格后
方可供水，并向小区居民在微信公众
平台公示水质检测结果。以此创新模
式，督导物业公司公开清洗消毒记
录。清洗单位备案凭证、清洗消毒日
期、人员、使用的消毒剂名称和配制方
法、维护保养记录、卫生检验记录。对
清洗消毒人员要出具健康体检合格证
明。

此外，他还建议各个物业建立公
众号，小区物业定期向居民推送水质
情况，便于小区居民了解水质信息，让
居民更放心。同时，在公众号内设置
意见反馈模块，并明确标出监督举报
电话，便于居民及时监督投诉，也能成
为居民和小区物业公司互相沟通交流
的有效平台，缓解物业公司和业主的
矛盾。在此基础上，供水主管部门积
极对小区二次供水水质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对于存在问题的物业公司要重
点检查，并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积极
督促物业公司进行整改。

民用住宅二次供水存污染隐患

省政协委员张旭建议：

以哈尔滨为试点 定期清洗水箱并公开消毒记录

省政协委员赵新宇建议：

如存质量安全隐患影响城市规划
““烂尾楼烂尾楼””应依法拆除应依法拆除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
文/摄）在哈尔滨街头，千
疮百孔的“烂尾楼”与城市
风景格格不入，由于种种原
因，这些建筑物没能建成使
用，裸露的楼体使城市的风
景蒙羞，更带来了各种隐
患。在今年的“两会”上，省
政协委员赵新宇建议，相关
部门应齐抓共管，别让街头
的“烂尾楼”成为城市风景
的疮疤。

香坊区珠江路与中山路交口、道外
区友谊东路与景阳街交口等几处“烂尾
楼”在繁华的街头颇为显眼，记者在珠
江路与中山路交口看到，一处“烂尾楼”
已破败不堪，楼下覆盖着积雪，积雪上
散落着生活垃圾。附近居民告诉记者，
这处“烂尾楼”已有近 20年之久，中山
路是哈尔滨的一条主要道路，“烂尾楼”
的存在让繁华街路大煞风景。记者在

道外区友谊东路与景阳街交口的一处
“烂尾楼”看到，半成品高层的钢筋混凝
土框架已变成黑色，部分墙面残破。楼
底层外围立有广告牌，与周围街道和建
筑物极不协调。走进这处“烂尾楼”，记
者看到满地堆着各色垃圾袋，垃圾长时
间堆放在这里。楼体内还堆着一些建
筑材料，一些地方成了一些人“方便”的
场所，随处可见粪便、杂物。

现场走访：繁华商圈矗立“烂尾楼”

在哈尔滨，“烂尾楼”起死回生不无案
例。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桃花大厦”是哈
尔滨2008年启动复建的6处“烂尾楼”之
一，也是哈尔滨市第一个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烂尾楼”工程。该楼于1992年开工建
设，因资金缺乏等原因，在主体工程完工、
外装修完成的情况下，于1994年停工。
该项目位于道外区承德广场，停工长达
15年之久。2005年，将该项目进行拍
卖，并将其更名为“桃花大厦”。在短短一

年间完成了1.8万平方米的施工、竣工和
验收。

在道里区新阳路与哈药路交口，“龙
凤大厦”因种种原因已废弃近20年，然
而，让市民感到欣慰的是，2019年，“龙凤
大厦”已启动续建工程，目前工程正在进
行中。记者从道里区政府了解到，道里区
委、区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在省、市相关职
能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为“龙凤大厦”的
顺利续建扫清了障碍。

成功案例：哈尔滨有“烂尾楼”起死回生

在调研中赵新宇发现，近年
来，全省各地目前共排查锁定房
地产“烂尾楼”项目117个。黑龙
江省住建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
省法院、省税务局等6个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房地产

“烂尾楼”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
经过近一段时间全省上下共同努
力，在治理一些“烂尾楼”项目上
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仍有一些

“烂尾楼”没得到妥善处理。以哈
尔滨为例，目前有近20处“烂尾
楼”盘，楼龄最长的已超过 20

岁。如嵩山路与湘江路交口处高
层项目于2005年年末停工，部分
建筑构件露出钢筋，只完成了整
体水泥结构，被市民称为哈尔滨
市二环内最大的“烂尾楼”，这些

“烂尾楼”建筑物内部钢筋水泥裸
露、千疮百孔，与城市形象品位格
格不入。“烂尾楼”的存在，既影响
城市形象，又存在消防、治安等诸
多隐患。据调研了解，这些“烂尾
楼”有的成了垃圾堆放场所；有的
成为外来“三无”人员夜晚栖身之
地，给城市带来治安隐患。

委员调研：我省已排查出“烂尾楼”117个

为此，在今年的“两会”上，赵
新宇建议，成立由规划、国土、住
建、城管、司法和市辖区政府及相
关职能部门组成的“烂尾楼”清理
整治工作组，形成由政府牵头、各
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
凝聚清理整治城区“烂尾楼”工作
合力。组织省、市政协委员联合
相关部门，在哈尔滨主城区进行
一次全面的调研清查，对城区范
围内现存所有“烂尾楼”进行摸底
排查、登记造册，并组织相关部门
及有关开发企业梳理分析“烂尾
楼”形成原因，以便整治工作“对
症下药”。政府及相关部门尽快
制定和完善“烂尾楼”整治办法及
工作方案，并加快清理整治进度，
对符合规划的应抓紧完善相关手
续，对存在质量安全隐患、严重影
响城市规划或公告无业主的项目
应依法拆除；对虽已签订土地出
让合同并缴足了土地出让金，但

征地2年以上“拆平未建、围而不
建”的项目，或未按出让合同规定
期限开发建设，产权单位无力继
续施工且连续停工2年以上的停
建项目，应收回土地使用权；对于
完成大部分建设又无力继续施工
的项目，由产权单位向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按已建高度封顶，或先
完成外装修，待产权单位筹措资
金后，再按规划实施。对于个别
因原设计方案不适应市场要求而
被迫停建的项目，在符合城市总
体规划的前提下，允许调整设计
方案，分期实施。因诉讼导致施
工停建的项目，敦请法院尽快结
案，为停建工程尽早复工扫清障
碍；结合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政策
加强调研，摸清底数，重点对在规
定期限内不予登记或不提交续建
方案或不能完成工程项目的产权
单位，问题原因，按照专项整治的
工作方案处理。

委员建议：让“烂尾楼”早日涅槃重生

新阳路新阳路、、哈药路交口的哈药路交口的““烂尾楼烂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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