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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石家庄市灵寿县北纪城村一处
宅基地上，一座使用混凝土模块建造的房屋四
壁落成，房屋初具雏形。建筑工人爬上脚手架，
测量墙壁高度，为最后封顶做准备。该房屋原
计划10天完工，当日是房屋建造的第6天。

站在一旁监工的黄春旺（化名），是这所
在建房屋的主人。看着自己的房子一天一个
样，黄春旺一个劲地感叹“盖得太快了”。

黄春旺的房子属于旧房翻新，新房最初
计划用砖做建筑材料。10 月初，旧房行将拆
除，黄春旺准备交定金买砖时，听说邻村一户
人家的“模块房”刚装修好，黄春旺对这种从
未听说过的建房模式有些好奇，决定去看看。

一番了解和考察后，黄春旺对装配式建
筑有了直观了解。“‘模块房’建造成本比砖房
稍贵，但它保温性能好、房子结实、建造速度
快。尤其是建造速度快这一点很重要，我常年
在外打工，回来一趟不容易，想趁这次回来把
房子盖好。”黄春旺说。

综合考量之下，黄春旺放弃原来的计划，

选择了装配式建筑。
我省农村建房户中，像起初的黄春旺那

样不知道装配式住房、不了解其特点的村民
不在少数。而很多人最终选择装配式住房，往
往是因为村里有人率先建起了装配式住宅，
形成示范效应，村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其好
处，于是开始效仿。

广宗县南陈庄村村民李长记已经在自家
的装配式住房中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去年 3 月，李长记的两层装配式住房落
成，当年9月，一家人迁入新居。住房采用EPS
建筑模块技术（装配式住房的一种），保温性
能卓越，去年冬天，李长记用于采暖的费用只
花了不到往年的一半。

房子良好的节能性吸引了本村和附近村
庄的村民竞相参观。不到一年，该村已经有 5
户人家使用该技术建起了装配式住房。

今年 8月，省住建厅印发的《河北省开展
装配式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从
今年开始，重点在有面向农村地区装配式产
品的生产企业所在县开展试点，每年由农户
自主建设 500户以上具有良好示范效果的装
配式农村住房。示范户求精不求多，确保试点
农户在建筑性能、样式、功能和施工工期等方
面切实感受到装配式住房的优势，通过群众
口口相传，引领农村住房建设新风尚。

事实上，我省于 2015 年就开始推广示范
装配式建筑。彼时，出于环境保护需要，我省
实心黏土砖瓦窑开始大面积拆除，作为农村
盖房主要建筑材料的红砖退出历史舞台。为
给农村地区建房提供新材料、新技术，遂开始
推广装配式住房。

推广初期，大部分村民保持观望态度，大
家的顾虑主要是装配式住房的安全性。如一

位村民所说“这种搭积木式的建房方式，感觉
就像在做游戏，总感觉没有传统住宅结实，住
起来心里不踏实。”

近几年，伴随着装配式住房推广示范的
深入，该类住房的好处逐渐为老百姓所知，很
多人打消顾虑，开始倾向于这种新型建房方
式。在我省部分地区，农村装配式住房已经形
成了一定规模，以发展较好的石家庄市藁城
区为例，当地新建农村住房中，装配式住房的
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

在负责为黄春旺建造住房的安能绿色建
筑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王二杰看来，装
配式住房在农村的普及，还与农村年轻人回
流有关。

“最近两年，农村的年轻人不再执着于在
城市买房和生活，很多人选择回农村建房，这
个群体在农村建房户中占了很大比例。年轻
人敢于尝试新生事物，对装配式建筑的好处
能够迅速领会和接纳，敢于做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王二杰说。

我省中南部地区地处华北平原，这一
区域农村传统住宅形式为四合院。院落布
局上，正房坐北朝南，称为北房，一般有3
间或4间屋子，中间是客厅，两侧是卧室。
院落两侧，设有东西厢房，用来储存粮食、
农具、杂物和承担厨房功能。院落南侧设
影壁墙和大门洞。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农村新建住
宅结构样式发生很大变化，以四合院为代表
的传统形式正在逐渐减少。其中最主要的变
化是，不少新建住宅已不再配建东西厢房，
而是将所有生活功能区集中于正房之中。

而正房的户型结构，也越来越与城市
中单元房的户型结构接近。正房的面积，
通常在100平方米左右，与城市单元房两
居室的面积相当。

住宅样式变化的背后，是农村近年来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从生产角度看，随着农业机械的大规
模运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简
单，所需农具越来越少，往往到了农忙时
节，农民雇用大型机械收割播种，无须亲力
亲为。收获的粮食作物，很多在田间地头直
接出售，或者放到粮站集中储存。因此家中
不再需要很多储存农具和粮食的空间。

而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已经完全脱
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职业。记者采访的
广宗县南陈庄村村民李长记，从事餐饮服
务行业。他家的住宅样式简单，院中除了
新建的二层装配式住宅，再没有其他房
屋。另一位采访对象，广宗县南陈庄村村
民杨玉峰，从事儿童平衡车生产，他的住
宅样式与李长记家相似，除了院子中种的
菜还显得有田园生活风味之外，很多方面
已与城市独栋式住宅并无二致。

从生活角度看，新建农村住宅普遍将

卫生间和厨房挪到了室内，这一变化取决
于近年来我省农村的两项基础设施改革：
天然气入户和厕所革命。

过去，农村采用木柴或秸秆生火做饭
取暖，厨房只能设置在厢房或室外。天然
气入户为厨房搬进室内提供了可能。过
去，农村厕所普遍为旱厕，卫生条件差，随
着厕所革命的广泛开展，农村用上了马
桶，卫生条件大为改善。

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主任
贾慧献认为，新建农村住宅功能上呈现出
的变化，是中国乡土文化和现代化碰撞、
融合的产物，其中既保留了部分农村传
统，又吸收了现代生活的特点。建筑是对
生活方式的反映，当前农村的生活方式正
处在急剧变化之中，而农村建筑也将随着
这一变化逐步走向建筑的现代化。

文/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

户型变化凸显新农村生活方式之变

今年8月，省住建厅印发工作方案，在我省农村开展装配式住房建设试点，每年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

装配式农村住房，争取到2025年，农民自主选择新型住房的意愿显著增强，新建农村住房品质得到有效提升。

试点工作推行几个月来，装配式住房推广进入快车道，开始被越来越多农民认识了解。

事实上，早在2015年，我省就开始在农村地区推广装配式住房。如今，其建房理念开始被一部分人接受，在

我省部分地区，装配式住房也有了一定规模。但在发展过程中，相关配套服务仍需进一步完善。

装配式住房“试出”农民需求意愿
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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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省大部分地区，农村盖房的主
流方式仍是以环保型砖材为建筑材料的砖混
结构。从原材料成本看，砖混结构造价略低于
装配式住房，但若综合考虑房屋性能，装配式
住房的优势得以展现。

11 月 14 日 9 时，石家庄市藁城区室外温
度为 5℃。此时，该区五里庄村村民樊立娜家
中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 20℃，家中并没有采
取采暖措施。

去年，樊立娜将家中多年的旧砖房拆除，
采用 EPS 建筑模块建起了一座约 100 平方米
的新房，当年9月搬入新居。

“EPS建筑模块里边有保温隔热层，保温
效果好。我家用燃气取暖，去年一个冬天的燃
气费花了700多元，但以前的砖房，冬季取暖费
在2200元以上。”樊立娜说，“砖房需要全天不
间断供热，‘模块房’只需要早晚开几个小时，
温度比砖房还高。比如现在，早晚室内温度超
过25℃，白天不开暖气的情况下，也有20℃。”

在夏季，装配式住房良好的保温性同样

起到了节能作用。樊立娜说，今年夏天，她们
家只在天气最热的 10天左右开过空调，其余
时间，只需风扇调节温度即可。

一冬一夏，樊立娜家的装配式住房每年
节省的电费、燃气费不少于2000元。

记者了解到，樊立娜建房使用 EPS 建筑
模块的花费约 85000元，如果使用砖混结构，
建筑材料的成本在70000元左右。但从长远角
度考虑，不到10年，装配式住房省下的能源费
用便可冲抵这部分差价。而事实上，装配式住
房的设计寿命通常超过50年。

除了可以量化计算出来的好处，装配式
住房的优势还体现在安居上。

在黄春旺家的宅基地上，王二杰向记者介
绍了建房使用的混凝土模块。该模块两侧为钢
筋混凝土面板，中间内置保温板和钢筋桁架，通
过横向和竖向钢筋将模块拉结成一个整体，再

向模块中空部分灌注混凝土，形成剪力墙结构。
王二杰详细解释，砖混结构和剪力墙结

构的区别在于，剪力墙结构可以承受水平荷
载和竖向荷载，而砖混结构主要承受竖向荷
载，不能承受太大的水平荷载，因此抗风力、
抗震力相对较低。

“使用模块建造房屋，从观感上看像‘搭
积木’，但它的安全性其实更好，经久耐用。”
王二杰指着黄春旺即将完工的房屋说，“能抗
八级地震。”

装配式住房能提供更好的安全性，除了
与建筑材料有关，还与造屋模式密切相关。

传统的砖混式住房，往往是村民自主建
造，仅凭工匠经验确定梁构造柱以及钢筋配
给，缺少安全设计观念，导致工程质量参差
不齐。

装配式住房构件在工厂预制生产，采用

标准化流程和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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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住房本质是建筑的工业化。

除了在节能和安全性上的优势，装配式
住房在建造速度、减少建筑垃圾等方面亦优
势明显。

以上述几个采访对象为例，黄春旺和樊
立娜所建住房为一层住宅，面积在 100 平方
米左右，房屋主体施工时间在 10 天左右；李
长记的住房为两层住宅，面积约 300平方米，
房屋主体施工时间在 20天左右。如果采用砖
混结构，建造时间要翻倍。由于装配式住房
预制件在工厂生产，施工现场是干法作业，
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很少，清扫和处理成本也
大大降低。

“未来，随着农村市场需求扩大，装配式
建材生产规模或将迎来成倍增长。生产规模
的扩大以及新生产技术的应用，装配式住房
的建筑材料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蚂蚁（河
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树斌表示。

王二杰手机里有一张工程排期表，表上
显示，在11月9日建造完黄春旺的住房后，还
有6户人家等待施工。

“今年以来，选择装配式住房的农户越来
越多，施工人手开始紧缺。之前公司有一支施
工队，已经无法应付纷至沓来的订单。为了满
足需要，今年公司另外聘请了两支常年在农
村盖房的建筑队。”王二杰说。

在我省农村地区，农民建房一般会找本
地的建筑队，建筑队由拥有一定经验的农村
工匠组成，所建房屋一般为砖混结构。最近两
年，随着农村装配式住房不断增加，农村工匠
能否适应新材料、新技术，成为制约装配式建
筑发展的重要因素。

王二杰告诉记者，装配式住房在施工上
有一些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需要学习和实
地操作。为此，王二杰花了一周时间为公司聘
请的两支建筑队作技术培训，初次施工时，还
为两支队伍各配一个工程经理，负责现场技
术指导。

在王二杰看来，施工质量直接关系房屋
安全，高素质的施工队伍是装配式住房推广

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应对参与装配式住房施
工的工匠有一定的资质要求，以此倒推工匠
主动学习新技能，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王二
杰说。

工匠资质如何确认？考核又由谁来完成？
今年 10月，住建部和人社部联合发布通

知，开展万名“乡村建设带头工匠”培训活动，
以此带动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提升。该通知对培训对象、课程设置和结业考
核做了明确规定。另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我省
关于农村建筑工匠的培训和管理，以及相关
制度建设，一直在进行中。

随着农村装配式住房市场扩大，建筑工
匠队伍本身也在进行市场化调整。石家庄市
藁城区拥有较大市场规模，在需求推动下，衍
生出专业为农村装配式住房施工的公司。公
司员工为原来在农村盖房的工匠，纳入公司
管理后，进行统一培训。公司与从事装配式建
材销售的企业达成合作关系，为购买建材的

农户提供配套施工服务。
高质量的施工对于保证工程质量，建造

出安全舒适的住房至关重要。而如何建造出
样式美观、色调协调的房子，是进一步提升住
房品质的关键。

以前我省新建农村住房中，西洋化风格
较为流行，模仿欧式建筑风格的住房较多。模
仿过程中，由于缺少专业设计，导致所建房屋

“不中不西”，样式难称美观，且在外观、色彩
上出现了一定的同质化。随着我省相关试点
工作开展，上述情况也在改观。

从农村建筑传统看，我省是全国地形地貌
最齐全的省份，植根于地理条件的建筑风格亦
是丰富多样，冀中、冀东、冀南，平原、山区、坝
上，农村传统的建筑风格各有不同。而近年来
新建的农村住宅，则难觅传统建筑的风貌。

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主任贾慧
献认为，农村建筑受城市住宅和外来风格的
影响，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味追求“洋

气”，导致了自身特色丧失。农村住房应在传
统建筑和现代化融合过程中寻找平衡点，所
建住房在满足舒适宜居条件下，努力达到样
式美观，充分体现地域特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农村住房的西洋
化和同质化，与农户的选择性少有关。如果选
建装配式住房，装配式建筑企业一般会提供
一些标准设计图集，但只有大致形制，规划设
计也较为简略。如果找专业设计公司，则会产
生设计费用，一般农户不愿承受。

“装配式建筑构件是固定的，但构件的搭
配却是千变万化的，装配式住房在形制塑造
方面有优势。推广装配式住房是一个契机，在
这个过程中，加入前置的设计和思考，把设计
作为推广装配式住房的配套服务。”贾慧献
表示。

“对农村建房者来说，目前对每家每户单
独做设计不太现实，毕竟设计也是成本。可以
在推广时加入顶层设计，随着全省试点工作
推进，在相关部门和企业引导下，结合本地建
筑特色，形成一村一品的风格样式，做到有差
异，不至于千村一面。”贾慧献说。

施工人员需求增加

示范效应逐渐显现

节能性安全性优势明显

■记者观察

建造装配式住房用的混凝土模块
剖面。 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摄

石家庄市藁城区一处使用EPS建
筑模块的装配式住房正在建设。

李志涛供图

石家庄市藁城区五里庄村村
民樊立娜家的装配式住房。

樊立娜供图

广 宗 县 一
处新建成的装
配 式 农 村 住
房。

朱小英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