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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再创我市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再创佳绩佳绩

一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了体制机制建设

1.加强组织领导。2008年，市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及时
调整了“郑州市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形成了以市委常委、副市长穆为民为组长，市建委主任
郭庆宽为副组长，市建委、发改委、财政局等部门主管领导
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同时，市建委也及时调整了“郑州市建
设委员会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市
建委主任郭庆宽任组长，市建委副主任杨双灿任副组长，市
建委相关处室和二级机构负责人为成员。在市委常委、副
市长穆为民，市建委主任郭庆宽亲自挂帅的两级领导小组
统一指挥下，进一步强化了建筑节能闭合式监管，形成了相
关部门通力合作、一线人员努力拼搏、共铸节能墙改事业的
良好局面。

为加强对专项工作的领导，经市政府同意，组成了由市
政府副秘书长陈新为召集人，市建委主任郭庆宽为副召集
人，市建委、发改委等七委局主管领导为成员的郑州市整顿
规范小型免烧砖厂联席会议；市建委专门成立了“郑州市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办公室”和“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办公室”，并
积极开展工作，能耗统计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2.出台地方法规。2008 年，我市加大了建筑节能与墙
材革新地方规章建设工作力度，在《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颁布后，结合我市情况，再次修订了
《郑州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并于12月12日第122次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市政府176号令正式发布，于
2009年 2月 1日正式实施；在《河南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
料管理办法》（省政府第 116 号令）颁布后，按照省政府令、
我市工作实际、外地市经验做法“三结合”的方法，对《郑州
市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的再论证、再修改和形
成征求意见稿工作，计划明年颁布。两个《管理规定》的颁
布，进一步明确了我市相关部门的职责和任务，我市建筑节
能与墙材革新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

3.建立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加强责任目标管理，
按照省建设厅和市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市建委印发了《关
于分解节能减排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等文件，将建设领域
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建委相关处室、二级机构，将
2008年度建筑节能降耗指标分解到各县（市）、区，并建立了
考核制度。

4.创新奖励机制。我市研究制定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
激励政策，下发了《郑州市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
金扶持管理办法》和《郑州市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与节能
改造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郑建办[2008]69号），市财政按
照20元/m2标准安排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专项奖励资金，专项
资金的扶持向建筑节能方面倾斜。2008年，我市投入了大量
财政资金用于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专项工作，为我市建筑节
能与墙材革新工作取得成效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

二
重视宣传培训，提高了节能意识和能力

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宣传。在通过网站、报纸、电视、电
台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的社会宣传基础上，市建委同时也
进行了专项的宣传活动。参加了省建设厅成功举办的全省
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成就展会，获得了最佳组织奖和最佳
设计奖；出版了《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使用手册》，成为
我市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宣传和技术培训教材；更新

“郑州市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网”内容、创办《郑州建筑
节能与墙材革新》内部刊物和《整顿工作简报》、与河南省电
视台联合举办“郑州市建筑节能知识竞赛”等，均获得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通过宣传，营造了我市“墙材革新、利国利
民”、“建筑节能，全民行动”的良好氛围。

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培训，提高了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
技能。邀请专家对从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200 余人次；组
织管理人员 30 余人次分别到天津、重庆、广州等建筑节能
工作先进城市进行考察调研；组织各县（市）区建设局召开
了《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河南省发展应用新型墙体材料
管理办法》宣贯会，参加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等省部级培训；举办了“郑州市整顿规范小型免烧砖厂
技术培训会”，能力建设不断加强。

三
强化服务职能，规范了产品发展应用

我市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结构调整，根据
各县（市）的资源情况，因地制宜，产品规模化、规范化、现代
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2008年，我市公布了《新型墙体材
料目录》、《郑州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发布郑州市禁止和限制
使用的建筑材料及施工工艺目录》等，采取了加强政策宣传
和技术培训、带领企业考察学习、择优予以资金扶持、直接
购买生产设备扶持企业改造升级、帮助企业推广应用、动态
监管生产和应用等方法，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档
次，建成了一批成规模、上水平的产品生产示范企业，辐射
带动了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砖、板、块、节能材料
四大系列二十多个品种，完善了不经确认的产品不得在工
程中使用的管理制度，新型墙材年产能达到 65 亿块标砖，

满足了建筑市场需求。

四
依靠科技进步，创新了技术支撑体系

我市加大了科技研发力度，在去年投入 120 万元基础
上，今年又投入了 115 万元科研经费，对相关技术导则、施
工工法和技术图集进行制定和完善。委托省建科院已经完
成了《郑州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分项能耗
数据采集技术导则实施细则》、《郑州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实施细则》、《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技术导则地方标准》、《郑州市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技
术导则实施细则》，《郑州市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实施方
案》、《蒸压粉煤灰多孔砖建筑技术规程》今年年底完成，《郑
州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标准》、

《隔气旋锁外挂外墙保温系统设计图集》明年完成。
加快了建筑节能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步伐。市节能墙

改办编印了《建筑节能与墙体材革新使用手册》，为我市建
筑节能从业人员提供了专业技术培训教材，也对我市建筑
节能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起到了科学的导向作用。《混凝土
多孔砖裂缝防治及后处理技术研究》、《太阳能墙体应用技
术研究》等，对有效解决当前建筑技术瓶颈、调整用能结构
和推广节能、节材新技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
强化行政监管，建立了闭合式监管体系

以强化行政监管为抓手，实施了建筑节能与新材生产
应用全过程监管，建立了闭合式监督管理制度。从产品生
产、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督、检查执法和竣工验收
六个关键环节严格把关，为各项工作取得成效提供了有力
保障。

1.严把产品生产关。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等四委厅
（局）有关文件精神，对新建项目在产业政策、产能布局等方
面认真审查，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项目，不予发放审核意见
书。2008年我市共审核新建新型墙材项目 11项，批准了 8
项；共受理了12家企业新材产品确认申请，其中7家产品获
得确认；淘汰落后，整顿规范了 518 家小型免烧砖厂，对违
规或违法行为依法整顿或查处。

2.严把工程设计关。设计单位在设计时，严格按照我
市建筑节能现行标准、规范和墙材革新有关政策,把节能设
计和新材应用落实到建筑热工、结构性能、机电设备等各个
专业，并提供节能热工计算书，明确建筑节能措施及目标，
禁止选用粘土类制品和未经确认、认证的产品，优先采用了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节能型照明灯具使用和我市推荐的
墙材产品。

3.严把施工图审查关。施工图审查时，严格按照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进行专项审查，在审查报告中单列包括建筑
节能设计和建筑物用能的专项说明节能审查章节，明确审
查结论，不符合节能强制性标准要求和墙材革新有关政策
的，不得出具审查合格报告。建筑节能施工图设计经过审
查备案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对选用了粘土
类墙体材料的工程，不予通过设计审查。

4.严把工程监督关。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将建筑节能纳
入日常监督范围，加强对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监督，规范参
建各方的质量行为，将监督重点放在建设工程现场建筑材
料、节能产品和设备的质量等监督检查上。对质量不合格
的工程不得进入下一工序，对擅自变更施工图设计文件按
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5.严把检查执法关。建立了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
检查执法制度和对举报、信访事件的调查执法制度。下发
了《郑州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建筑节能及禁止现场搅拌
砂浆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等文件，三次进行了检查执法，
对专项检查情况进行了通报；2008 年共受理了 3 起有关建
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的举报、信访事件，市建委立即组成
专项调查组，并按有关规定迅速处理，其中下达了2项执法
通知书。

6.严把竣工验收关。严格按照现行的标准和规范进行
验收。对2007年10月1日起新开工或2008年7月1日以后
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进行建筑节能专项验收，节能专项验
收不合格的，不予进行竣工验收，没有办理建筑节能专项验
收备案的工程，不予竣工验收备案。专项审查新型墙材和
建筑节能产品使用情况，不符合“禁粘”和备案规定的，不予
专项审查通过。

六
注重节能效果，加强了准出和运行管理

为确保建筑节能效果，今年我市从四个方面加强了建
筑节能准出和节能运行管理。一是加强了建筑节能专项验
收管理，把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备案作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的先决条件，实行建筑节能“一票否决”制度。二是加强了
示范工程节能效果验收，在示范工程完工后经过一个采暖
和制冷季后，对示范工程的节能效果进行检测验收，对达不
到预期节能效果的工程，不予颁发示范工程证书和标牌。
三是建立了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制度，转发了省建设厅

《关于转发建设部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办法的通知》（郑
建文〔2008〕62号），落实了我市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的工
作责任和措施。四是启动了民用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工
作，对于符合国家规定的民用建筑工程，强制实施能效测评
与标识。

七
突出示范带动，推动了科技成果应用

2008 年，我市组织实施了各类示范工程 12 项，示范面
积建筑165.22万平方米，示范类型为节能和节材项目，包括
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新农村
建设太阳能建筑应用示范工程、新型墙材建筑应用示范工
程、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工程。其中以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示范工程为代表的《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新校
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推广项目》和《郑州高新区慧城
小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推广项目》两个项目，被确立
为国家建设部级示范工程，获得了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扶持；
以郑州市玫瑰花园住宅小区建设项目为代表的郑州市建筑
节能示范工程，采用了太阳能、风能、雨水收集等10项新技

术，成为我市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的典范；以上街区大坡顶村
和新密市郭岗村为代表的2个新农村建设太阳能建筑应用
示范工程，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向农村推进；以郑州新力
电力有限公司高层住宅楼节能改造项目为代表的既有建筑
节能改造示范工程，采用流温法分户计量和外墙外保温薄
抹灰系统，拉开了我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序幕；以滨河花
园住宅小区项目为代表的蒸压粉煤灰多孔砖应用示范工
程，有效改善了墙体抗剪强度，为我省《蒸压粉煤灰多孔砖
建筑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研究制定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依
据；以郑州国棉四厂住宅小区为代表的石膏空心砌块应用
示范工程，为隔墙材料再添一种绿色建材，对于引导社会综
合利用脱硫石膏、改善人居环境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以郑
州节能环保产业孵化中心项目为代表的郑州市绿色建筑示
范工程，是我省第一栋绿色建筑，运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
集可再生能源、环保生态、自然舒适于一体，达到了建筑能
耗和污染物排放“双零”标准，为我市21世纪节能建筑可持
续发展提供科学导向。

因地制宜，扩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2008年上半年
市建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民用建筑工程中推广使用太阳
能的通知》，从今年 9 月 1 日起，对我市 12 层以下新建民用
建筑工程，强制推行太阳建筑一体化设计、施工和验收，为
我市太阳能在建筑中得到规范化、规模化应用取得保障。
通过政策导向和示范带动，加快了我市可再生能源在建筑
中规模化规范化应用进程，应用比例显著提高，2008年完工
的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达到 12%以上，与去年相
比，增加了 4 个百分点；市建委答复的市政协“推广太阳能
建筑应用”的提案，被列入“郑州市2008年十佳提案”。

八
深化供热改革，实现了节能改造新突破

打好基础，圆满完成了民用建筑能耗统计。作为全国
试点城市,从今年 1 月开始，全市上下迅速行动，在 33 天
中，平均每天出动工作人员 180 人次、车辆 8 台，投入经费
124 万元，完成了 15056 栋建筑基础信息调查和 2976 栋抽
样建筑、20 个锅炉房、2 个制冷站的能耗统计，其中对 194
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117 栋大型公共建筑、5 所高校民用
建筑进行了全面统计，并提前 5 天将统计报表上报建设
部。下发了《郑州市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工作考核管理办
法》，建立了我市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工作目标管理体系和
长效工作机制。

抓住机遇，全力推进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节能改
造。将省建设厅下达的既有居住建筑改造任务向市内五
区分解，组织实施了 10 个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
项目、建筑面积 75.6 万平方米，其中郑州市新力电力有限
公司的高层住宅楼节能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下发了

《郑州市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郑建办[2008]69 号），指导资金的使用，保
证专款专用。

九
实施用能管理，建成了节能监管体系

我市委托省建科院等单位，建立了以市级数据中心和6
栋组网楼宇为主要内容的建筑能耗监测平台，今年11月中
旬已建成投运；争取了市级财政专项资金200万元，为监管
体系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研究制定了《郑州市国家机关建
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源审计实施细则》，分两批完成了14
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13栋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源审计和能
效公示。

十
细化工作措施，保障了专项基金管理

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市在工作流程、工作措施
等方面不断明确和细化，保障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
收使用管理制度落到了实处。在郑州市建筑节能与墙材革
新网上、专项基金征收和返退窗口公布基金征收和返退工
作流程，宣传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夯实了群众基础；下
发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管理规定》（郑墙字

〔2008〕16号）、《郑州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细则的
补充规定》（郑墙字〔2008〕16号）文件，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
中出现的借用供货发票、借用确认证书等问题，查补了管理
漏洞；严格执行新材使用施工现场核查制度，补充了没有专
项基金返退申请、不经现场核查的工程不予返退专项基金
等管理措施，完善了管理制度，今年共现场核查 153 个工
地，建筑面积736.3万平方米。

2009年，是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
性一年。我市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
观为统领，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行业科技进步为动力，以
落实节能标准推行节能建筑和规范化发展应用新型墙材
为目标，严格建筑市场节能准入和准出标准，加快“禁粘”
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步伐，扩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规模，扩散可再生能源建
筑规模化规范化应用成果，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和稳定产
品市场秩序，继往开来，开拓进取，促进建筑节能与墙材革
新工作再创新佳绩，为郑州市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
更大贡献。

核心提示

在2009年即将到来之际，郑州市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以下简称
市节能墙改办）捧出了两项殊荣迎新年：“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和2008年“全国墙
体材料革新工作先进单位”。

作为我市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的日常管理机构，市节能墙改办在市建委
的正确领导下，自2004年至今，已获得国家、省、市等级别荣誉21项，连年被评为

“河南省建筑节能管理先进单位”和“河南省发展应用新型墙材先进单位”。
成绩的背后，是一连串值得铭记的数据：2008年，全市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执行

率100%，城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实施率95.5%，新增建筑节能能力20.56万吨标煤，
新型墙材新增产能5.8亿块标砖，新型墙材应用率96%，全面完成了建筑节能标准
执行率100%、节能标准实施率90%以上、新增建筑节能能力19.5万吨标煤、新型墙
材新增产能5亿块标砖、新型墙材应用率95%的年度目标任务。

不仅如此，2008年，市节能墙改办整顿规范了518家小型免烧砖厂，使建筑市
场秩序进一步得到规范；提前完成了国家试点的民用建筑能耗统计首次报表上报
工作；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建筑能耗监
测平台已建成投运，分两批完成了27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源
审计和能效公示。

同时，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与节能改造工作实现新突破，首批75.6万平方米
改造项目列入国家资金奖励计划；新型墙材专项基金征收额4581万元，征收业绩
全省第一；组织实施了建筑面积为165.22万平方米的各类示范工程12个，其中，2
个被列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为郑州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取得这些优异的成绩，得益于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得益于体制机制的完善，
得益于严格的行政监管，更是得益于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指导的工作思路。

市节能墙改办主任王春喜（左一）
检查县区节能工作。

市节能墙改办组织参加全省建筑节能与墙
材革新成就展会获得最佳组织奖和最佳设计奖。

市建委副主任杨双灿（右二）察看新密太阳能进农村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