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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盖房，新建造方式“登场”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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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提高农房品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之一。

以往，农村住房大多数采用红砖砌筑而成。现在，以EPS模块建房、装配式钢结构等为代表

的新型住房建造方式正在农村出现。

为让更多农民用新技术建农房，不久前，省住建厅提出今年将在既有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基

础上，进一步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其他每个县（市、区）确定5个试点村庄，共确定农村住房建设

试点村1001个。

试点村的新建住房有什么不一样？农民能否接受这种新型住宅？新型建造法在推广中还

有哪些难题待解？记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走访。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魏县农村危房改
造中，装配式建筑成为主要形式。2017年以
来，该县累计改造1432户，其中实施装配式
住宅改造 1268 户，切实解决了村民的住房
需求。

新改造的房屋白墙灰顶，整洁靓丽，冬暖
夏凉。

“2017 年危房改造的 700 户，采用的是
EPS建筑模块体系，即钢构构架+EPS模块拼
装+现场浇筑的自保温建筑体系。”负责施工
的河北晶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
凯宁说，改造的房屋分散于22个乡镇，共有3
种房型，最小的面积为 36 平方米，可供 1-2
人居住，共两间房。

“所有的危房改造费用由政府出资，彻底
解决了贫困群众住危房的历史。”魏县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说，2017 年以来，针对投工投料
和自筹资金能力极弱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五保户、低保户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
重点对象群体，魏县财政兜底解决了D级危
房改造的自筹资金部分，符合标准的危房改
造对象，不用花钱就能享受兜底改造政策。

在省内，多地农村危房改造让村民实现
了从“忧居”到“安居”。

滦平县安纯沟门乡李栅子村村民王丽春
今年搬进了新居。以前的7口之家挤在3间
漏雨的石头房，如今新居是两套钢筋水泥的
楼房，王丽春至今都不敢相信。

今年5月，滦平县因为2020年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受到国家通报
表彰，并获得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奖励500万元。

在原有危房改造或者重建的做法之外，
我省还通过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及幸福大
院、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租赁
村内闲置农房等方式，兜底解决自筹资金和
投工投料能力较弱的特殊贫困群体的住房安
全问题。

走进康保县闫油坊乡南乔家营村，路面
宽阔，民居崭新，小公园、小广场、村民活动中
心一应俱全……很难相信，几年前，这里到处
是残垣断壁，涂着黄泥的土坯房摇摇欲坠，垃
圾遍地，村内没有一条硬化路。

2019年6月，南乔家营村通过集中建设
幸福互助院，94户村民从居住了几十年的土
坯房搬进了集中安置的新住房，实现了困难
群众安全住房保障全覆盖，村民幸福感、获得
感大大提升。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实施的农村危房改
造和抗震改造，应于2021年年底前全部开工、2022年6月底
前全部竣工。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农村低收入家庭住房
安全保障监测预警和排查处置的长效机制，实行动态监
测。同时，完善农村住房建设标准体系，推广装配式钢结构
等新型建造方式，建设“绿色、环保、适用、美观、安全”的宜
居示范农村住房。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10 月 22 日 11 时，赵县赵州镇大石
桥村石桥大街旁，6名工人正在给雷先
生家的房屋浇筑混凝土。记者看到，与
农村传统的红砖砌筑不同，雷先生家的
新房是用“泡沫”建起来的。

“这些‘泡沫’是 EPS 建筑模块，
工厂生产完成后被运至施工现场，模块
错缝插接拼装成空腔墙体，内置钢筋、
浇筑混凝土，外表面抹灰后，房屋的主
体结构就建成了。”施工方赵县锐志建
筑工程公司董事长董洪波说，雷先生的
房屋一层高 3.3 米，已经浇筑完成，现
在正在对二层进行浇筑。

“雷先生家 9 月 15 日开工，要不是
国庆期间下雨耽误了工期，房屋竣工
时间可以更早。”董洪波说，“我们之
前签的一个订单更能体现模块建房的
速度——8 月 9 日签合同，8 月 11 日进
场拆房，8月28日浇筑房顶，期间下雨
休半天，基础养护一天，整个施工工期
16天。”

与 EPS 建筑模块现场拼接墙面不
同，装配式建筑则是直接将整面墙面从

工厂运至建设场地。
在魏县大王庄村，村民王刚成为村

里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第一户居民。记
者看到，房屋青白的墙体搭配灰色坡度
屋顶，精致又大气。

王刚介绍，父亲想把老宅子重建，
方便家人过年团聚。但按照传统方法重
建，费心费力，比较之下，他选择了采
用装配式钢结构建房，既不用让年迈的
父亲操劳，又能保证房屋质量。

“房子主体只用了10天时间，现场
工人只有5-6个人，像拼积木一样就把
房子盖好了。”王刚说，“房屋的设计参
考工厂的图册，屋内布局、水电位置均
在工厂完成。窗户和门框都是随着墙体
一起运输来的，后期装修好内饰，包上
窗套、门套就可以居住了。”

给王刚建房的是河北晶通建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姜凯宁告

诉记者，传统的现场施工受限于工人素
质，质量事故时有发生，而装配式建筑
构件在预制工厂生产，生产过程中可对
温度、湿度等条件进行控制，构件的质
量更容易得到保证。

除了农村自建房外，因河道搬迁的
魏县户村社区的新家也是装配式建筑。

街道宽阔整洁，“联排别墅”二层
小楼宽敞明亮……10 月 20 日，记者在
户村社区看到，社区内有160套装配式
二层小院和2栋5层单元楼房，门口南
侧的便民商店也是装配式建筑。

因为采用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
产、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理、智能化
应用，装配式建筑背后其实是现代工业
化生产方式。

“平原、山区、坝上、沿海，立面
图、剖面图……”在省住建厅编制后发
布的新建农村住房设计方案上，记者看

到了针对我省不同地
域特色的46套方案，其中不仅有详细
的设计图纸及功能分区介绍，还配有建
成后的效果图，并且标注了对农村住房
建筑节能适宜技术、建筑构造安全措施
应用以及既有农村住房建筑节能改
造等。

“无论是 EPS 模块建房还是装配式
钢结构建筑，均是为提升农村住房建设
品质。”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装
配式钢结构等建筑代表了新型建造方式
的发展趋势，是建造方式、建造技术、
建筑材料和施工组织的重要变革，在乡
村振兴中推广应用装配式钢结构等新型
建造方式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建房图纸非常重要，后期改动难
上加难。”10月23日，董洪波接到了更
改房屋布局的要求。

只见施工工人拿着电钻，一点一点
地在拆除已建好的墙体，拆除过程十分
费力。

“如果是砖垒的墙体，更改墙体半
小时就搞定了。模块房要是改动，只能
一点一点改，其强度是砖混强度的七
倍。”董洪波说。

但是这个建房过程中的小插曲，却
让雷先生见识了EPS模块房的坚固。

同样的，装配式房屋的稳固性让魏
县村民李先生连连称赞。

易地扶贫搬迁后，李先生家装修时
想在已建成的装配式房屋上增加一个屋
门，就请来了装修队进行施工。

“之前商量好300元的工费，最后花
费了2000元。”李先生说，工人现场砸
墙时发现，用原有的工具和方法完全砸

不动，最后通过大型机器干了好几天才
打开了一个门洞。

姜凯宁告诉记者，装配式建筑是工
厂化生产，误差控制在毫米级，设计房
屋抗震等级为 8 级。单从材料上来说，
工厂预制混凝土采用 C40 标号的混凝
土，强度相当于砖块的8倍，强度上完
胜传统建筑。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与传统的混凝
土相比，钢结构的重量轻且强度高，
同时钢结构韧性好。在预制模块的保
护下，混凝土的使用寿命则进一步
延长。

10 月 20 日，邯郸多云，最高气温
15℃，最低气温5℃。

“这个温度在村里老房子会特别阴

冷。”王刚说，“可是你看，没有空调
和暖气，现在我的新房屋内温度计显
示是 20℃，即便是在阴面的厨房，也
不觉得冷。”

“装配式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冬暖夏
凉。以总面积 140 平方米的二层装配
式钢结构建筑为例，一个 1500 瓦的电
暖气就能满足取暖需求，3-4 个月的
采暖期总耗电量在 2000 度，按照现在
电费标准，费用在 1000 元左右。”姜
凯宁解释说，这是因为装配式建筑隔
热效果好，相比较而言，同面积的普
通房屋需要一台柜机和两台 1.5P 的挂
机才能满足，装配式建筑只需安装一
个 1.5P 的挂机空调，如果在门窗关闭
状 态 下 ， 半 小 时 内 就 能 达 到 设 定

温度。
董洪波介绍，25cm的EPS模块现浇

混凝土墙体的保温效果，相当于320cm
的普通红砖墙体。而且EPS模块的保温
材料耐久不脱落，工程施工时先组装
EPS模块，再浇筑混凝土，构成复合墙
体，实现保温与结构同寿命，达到保温
与结构一体化。

在河北晶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厂房内，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配套的预制
构件正在准备装车。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本身就具有
‘绿色’的天性。大致来说，100平方米
的普通建筑会产生 1 吨左右的建筑垃
圾，而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每100平方米
产生的建筑垃圾不超过50公斤。”姜凯
宁说，“装配式建筑的生产过程全部在
工厂，可高效利用材料。在现场施工过
程中没有湿作业，施工过程噪音低，废
水、废弃物排放量低。”

10 月 16 日，坐落于保定的“被动
房科技中心”正式开业，该中心系世界
领先的超低能耗节能建筑 （即“被动
房”），其特点是无需空调，仅靠辅助
制冷制热，即可实现全年恒温20-26摄
氏度，节能率至高可达90%。

民居发展未来可期，但就目前情况
来说，无论是EPS模块建房还是装配式
钢结构建房，在完全满足农民更多需求
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从试点情况看，EPS 模块

的房屋透气性不是特别好，我们自己住
的房屋也有这个问题。”董洪波说，“之
前我们探访了专注于建筑通风净化领域
研发的企业，后期在进行建房时就加入
新风系统，在冬季门窗关闭的情况下，
农村居民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以保障
房屋的透气性。但新风系统有成本较高
的问题。”

记者发现，在省内多个装配式建房
的村庄，其房屋所建位置较为宽敞，施
工机械可以进入道路内，预制模块可以
直接运输、安装。但也有不少村庄内道

路狭窄，施工机械设备无法直接进入胡
同内。

“我家的位置机器可以自由进出，
离工厂距离在20公里内，恰好在免运费
的辐射范围内。”王刚说，“如果生产工
厂距离施工现场比较远，那么运输成本
就会相应增加。”

从价格上来说，EPS模块建房每平
方米均价在1400元，装配式建筑每平方
米均价为1600元。在成本上，装配式建
筑价格稍高，而且户型越小，建造成本
越高。“如果可以形成规模化建房，装
配式钢结构房屋成本可以大幅度降
低。”姜凯宁说。

无论是EPS模块建房还是装配式钢

结构建筑，都需要一次性支付房款，集
中式花钱方式对只靠种地为生的农村居
民来说，确实有些困难。

技术人才短缺，也是制约装配式建
筑推广的因素。

“行业内装配式技术工人十分紧
缺，人才缺口超过200万。目前现有的
装配式技术工人都是和生产工厂挂钩，
是由工厂培养出来的。”姜凯宁说，“虽
然每户房屋只需要 3 到 5 名安装工人，
但是随着近两年装配式建筑数量不断增
加，对安装工人的需求特别大。”

这一点同为建设方的董洪波也有切
身体会，在EPS模块建房时的几个关键
节点，需要工人掌握技术手段，而这部
分工人正是目前市场所欠缺的。

对此，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管
理，推动建立乡村建设工匠培训机制，
提升基层管理和施工技术水平，为新型
农村住房建设提供更好支撑。

相关

图①：装配式钢结构房屋样板
间，房屋有两层，总面积为 140 平
方米。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摄

图②：街道宽阔整洁，“联排别
墅”二层小楼宽敞明亮。邯郸魏县户
村社区内有 160 套装配式二层小院
和2栋5层单元楼房。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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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技术怎么推广好

冬暖夏凉的节能房

农村新居十几天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