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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外试点“连连看”

当前，随着全军工程代建机构正
式组建、管理机制逐步理顺，军队安置
住房工作在整体态势上由试点探索向
体系推进转型，在地域范围上由北京
地区向全国大中城市拓展，在任务重
心上由前期筹备向项目落地转进，进
入了全面布局、加快推进的关键阶段。

记者：请简要介绍军队安置住房

统建工作的总目标？

负责人：军队安置住房统筹统建，
是破解房改困局、清理积弊乱象的重
大改革，是释放改革红利、提升官兵获
得感的务实举措。5年来，我们在北
京地区展开试点，逐步向京外大中城
市辐射，先后在 12个城市布局 28个试
点项目，并遴选调整新增 17块意向建
设用地，逐步趟开安置住房统筹统建
新路子，探索形成了以“五统”为标志
的建设管理新模式。

我们考虑，今后一个时期，军队安
置住房统建工作将对照目标节点，狠
抓任务落实，尽快让统建红利惠及全
军官兵。初步考虑，2019 年底前，试
点项目力争全部开工，新增项目完成
方案论证，其他城市展开用地选址；
2020 年底前，新增项目全部开工，32
个重点城市建设项目完成选址论证；
2022年底前，试点项目具备交付入住
条件，新增项目力争全部竣工，其他项
目陆续展开建设。

记者：目前，军队安置住房统建的

进展如何？

负责人：我们将在 13个城市陆续
展开 42个统建项目。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区域内
有 7个城市有统建任务，目前已在上
海、南京、杭州 3 个城市规划定点 6
个统建项目；桂林联勤保障中心保
障区域内 7个城市有统建任务，目前
已在广州、昆明 2个城市规划 3个统
建项目。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区域内 3
个城市有统建任务，目前已在成都规
划 3个统建项目；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保障区域内 6个城市有统建任务，目
前已在济南、青岛、沈阳 3个城市规划
定点8个统建项目。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区域内 7
个城市有统建任务，目前已在西安、武
汉、天津 3个城市规划定点 10个统建
项目；安置住房保障中心负责北京地
区统建任务，目前已规划定点 12个统
建项目。

记者：安置住房统建大体可划为

几个阶段？

负责人：安置住房统建可划为前
期筹划、工程组织、配售移交三个大的
阶段。在前期筹划阶段，由安置住房
保障中心牵头，重点是组织选址勘察
论证，编报项目用地方案，提报立项和
工程设计任务书，申请建设计划和经
费预算。代建机构重点是对接落实城
市规划条件，组织现地技术勘察，论证
提报项目规划方案。

在工程组织阶段，由代建机构负
主责，重点是组织工程设计、发包采
购、施工管理、质量监督、安全监管，协
调地方有关部门办理相关建设手续；
安置住房保障中心重点是及时拨付建
设资金，协调解决工程建设遇到的重
难点问题。

在配售移交阶段，由军委机关总
体指导，组织安置住房保障中心研究
制定住房配售方案，指导代建机构搞
好现场选房保障，做好项目移交各项
工作。

记者：请介绍一下即将展开的探

索住房供应社会化情况？

负责人：安置住房统筹统建布局
首批覆盖 32个重点城市，考虑到这些
城市属于中高房价地区，退休安置人
员多，现行住房补贴标准不足以支撑
军队人员住房需求，解决这部分城市
住房保障难题迫在眉睫。

对于其他城市和团职以下转业干
部住房保障，纳入国家社会保障系统，
一方面考虑这部分同志在部队时间相
对较短、年龄相对较轻，转业到地方
后，住房困难的政府会通过公共租赁
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兜住底；另一方
面考虑这些城市房价相对较低，这部
分同志转业领取军队住房补贴后住房
大多买得起。根据军委批准的年度后
勤工作要点，今年计划在部分城市组
织住房供应社会化试点。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进行
专题调研，着手研究出台住房供应
社会化的政策制度。目标定位，就
是遵循“政府部门主导、军队单位协
调、开发企业建设、个人自愿购买”
的原则，按照“需求牵引、统筹规划，
突出重点、因地制宜，问题导向、注
重效益，全程指导、积极稳妥”的思
路，在军队安置住房区域统建基础
上，通过实施住房供应社会化，进一
步拓宽住房供应渠道，改善军队人
员住房条件。

将滞留公寓区非编人员纳入住房
供应社会化范围，妥善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助推实现公寓区进出有序良性
循环，逐步构建军队统建、政府保障与
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军队安置住房保障
体系。

目前，武警部队已有 17 个单位，
协调 14个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出
台文件，将官兵住房纳入地方保障范
围，通过购买保障性住房、租住公租
房、委托代建住房、团购住房等方式，
先后解决官兵住房数千套，住房社会
化保障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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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全军在哪些城市进行试点？

答：首批暂定了32个试点城市：北

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沈阳、大连、长

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

肥、福州、厦门、济南、青岛、郑州、洛阳、

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三

亚、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兰州、乌鲁

木齐。

问：哪些人符合参建条件？

答：符合试点项目所在地安置条

件，且本人和配偶未享受房改优惠政策

购房的下列人员，可以纳入保障范围：

一是退休干部、退休士官；二是现

役干部、现役士官。达到本职级平时服

役最高年限3年以内的正团职（含）以上

干部，达到退休条件3年以内的高级士

官，以及按规定提前审定安置去向和住

房保障方式的干部；三是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期间，列入转业计划、服役满20

年的正团职（含）以上干部和一级军士

长，其中，在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二

类以上岛屿或西藏地区工作满8年的干

部放宽至副团职，高级士官放宽至二级

军士长；四是纳入住房保障规划的军队

职工；五是已故退休干部、退休士官、退

休职工的遗孀，以及在职牺牲病故干

部、士官的随军遗孀。

问：统一打分选房排序原则有哪些？

答：住房建设单位依据批准购房

人员的职级、入伍时间、任职时间等要

素，制定打分选房排序办法，统一组织

住房分配，具体原则为：

排序原则。申购相同职级户型住

房的人员统一排序，不同职级待遇人

员高职级在前、低职级在后。

打分原则。相同职级购房人员，以

入伍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地方普通高

等学校入学时间）与现任职时间直接相

加计算得分，按照计分由低至高确定选

房顺序。专业技术干部任现职时间，按

享受相应职级待遇起始时间起算。例

如：某正团职干部入伍时间为1989年

12月，任正团职时间为2011年12月，则

计分为198912+201112=400024。

优先原则。购房人员得分相同

时，依次按双军人（含军队职工）家庭、

退役时间、出生时间等条件优先选房。

问：个人申购主要有哪些审核内容？

答：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

人员信息采集。重点核准《军队人员

申请购买安置住房信息采集表》包含

的本人、配偶、子女基本信息，以及本

人、配偶住房信息5部分内容。二是

申购住房城市。师级以下干部、士官、

职工及遗孀由大单位政治工作部门核

准，军级以上干部由军委政治工作部

核准。三是购房职级户型。应当按照

本人职级待遇申购相应户型的住房，

也可以根据个人意愿，申购低于本人

职级户型的住房，但不得申购高于本

人职级户型的住房。

问：资格审核有什么程序？

答：按照个人填报、逐级审核、军

委机关核准的程序组织，采取“线上审

核”与“线下确认”相结合的方法组织

实施。未预审入库人员不得安排购买

统建安置住房。

信息采集审核。由师级以上单

位后勤保障部门会同政治工作部门

组织实施，组织申购住房人员填报

《军队人员申请购买安置住房信息采

集表》，审核填报信息及有关证明材

料，录入“军队安置住房保障信息系

统”，逐级审核上报大单位政治工作

和后勤保障部门。

信息分级核准。师级以下人员申

购住房资格，由大单位政治工作、后勤

保障部门核准确定，报军委政治工作

部、后勤保障部备案；军级以上干部申

购住房资格，经大单位政治工作、后勤

保障部门核准，报军委政治工作部、后

勤保障部审定。

第三，入库信息变更。入库人员

安置购房城市一般不作调整，安置去

向改变、在职人员职级调整或异地调

动配偶随迁，以及家庭房改购房情况

发生变化的，个人应当主动申报修改

入库信息，按程序重新审核购房资格。

（宋伟伟整理）

习主席强调，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工资福利等制度
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后勤政策制度，以更好凝聚军
心、稳定部队、鼓舞士气。

军队安置住房涉及广大战友最关切的生活待遇，实施安置住房统
筹统建是一件促改革、安军心的大好事，是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大实

事，核心是克服过去分散自建的诸多弊端，解决苦乐不均等突出问题。
本报近日刊发的一则消息《军队安置住房统建工作稳步推进》

披露，目前，这项工作拟在全国 32个重点城市建设，其中有 13个城
市陆续展开 42个统建项目，其他 19个城市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前
期准备工作。

广大战友关心关注的军队安置住房统筹统建工作进展如何？安置
住房如何统、怎么建？相关试点成效、进展如何？什么时候正式推向
全军？报道刊发后，本报编辑部接到许多读者电话，咨询这种安置住
房保障新模式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走向。

日前，本报记者走访各地统建试点，就有关热点话题进行调查。

战友们关心的统建房开工啦
——关注军队安置住房统筹统建新进展

■军队安置住房项目拟在32个重点城市建设，其中有13个城市陆续展开42个统建项目
■19个城市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前期准备工作，2020年底前实现32个重点城市全覆盖

■2022年底前，试点项目具备交付入住条件，新增项目力争全部竣工，其他项目陆续展开建设

沈 阳

探索“总承包”模式

沈阳是军队统建住房首批试点城

市，由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所属第四工程代

建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6月15日，

负责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工程发包的人

员，正在紧锣密鼓地拟制论证技术规格书

等“总承包”模式的统建文本。

该办公室主任兼项目负责人吴兵

说，按照这一模式，工程总承包企业按

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

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

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

负责。

该项目地处沈阳市浑南区，占地

140余亩，计划建设1200余套师职以下

军队安置住房和军休干部服务管理用

房，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目前，

他们正在进行工程“总承包”招标准备，

预计7月下旬开工。

（汪学潮整理）

成 都

“代建工程”助力建设

仲夏蓉城，地勘、设计、监理、施工、

建设等多家单位正对成都某军队安置住

房统建项目组织验收工作，参加人员共

同查勘了现场基槽，确认与前期地勘设

计一致，符合施工条件。

据悉，该项目探索展开安置住房建

设工程项目代建。开工以来，他们按照

部队主导、企业征地、军队标准全力投入

项目建设。该项目负责人江涛介绍，他

们邀请多方力量，充分考虑人性化居家

理念，对户型设计、室内采光、容积率等

房屋设计标准进行商讨，确保设计出最

佳方案。

项目建筑面积达12万平方米，600

余套干部职工安置住房将于2020年年底

前交付使用。目前，他们已经与成都市

水、电、交通等10余个基础设施建设部门

达成了合作意向。

（刘一波整理）

南 京

“智慧工地”提高效率

连日来，负责南京安置住房项目

建设组织实施的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所

属第一工程代建管理办公室相关人

员，正在集智攻关，进一步完善“智慧

工地”管理模式。

该办公室主任阎茂敏说，他们积

极探索信息化管理手段在项目建设全

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搭建“智慧工地”

全时监管系统平台。这一平台可构建

“代建机关-项目部-现场班组”三级联

动的现代管理模式，实现工地现场可

视化、车辆监控精准化、环境监测实时

化，提高施工管理效率。

据悉，南京安置住房项目正在紧

前办理建设前期手续。前期，该办公

室已拟制项目推进计划和工作路线

图，组织设计单位对方案进行10余轮

修改，确定多种平面规划布局。

（贡建伟、黄小春整理）

6月 14日，记者走进北京西北旺军
队统建住房建设工地，10余栋楼房整
齐排列，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饰装修作
业，眼前一派繁忙景象。

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在建规模最大
的师团职安置住房建设项目，也是全
军第一批统建住房试点。为了让参建
住户尽早享受住房改革成果，他们协
调加快规划报建审批进度，推行新型
建管模式，推进项目建设。
“绿地、小学、公交站、派出所等配

套一应俱全。”来到项目指挥部，建房项
目指挥长李建军指着一幅建设布局图
介绍，小区公共配套设施均由政府投
资，降低了参建住户的购房负担。

100多万平方米建设面积、4500多
套住房，工程建设怎样确保质量？

为避免出现投标企业良莠不齐、
低价抢标等问题，军委后勤保障部安
置住房保障中心邀请业绩居前、实力
雄厚的施工单位参与竞标，从中遴选
优秀企业和项目团队。各施工单位创
新施工模式，革新技术工艺；部队和监
理方严把质量关，多方合力打造优质

工程。
在一栋尚未完工的楼房二层，中

建八局总包执行经理吴志刚和工作人
员正在检查工程质量。记者看到，房
间墙体和顶板已完成浇筑。“我们采用
全新的铝合金组合模板浇筑法，相对
结实耐用。”吴志刚说。
“我们借助信息技术，最大限度为

住户提供便利。”吴志刚拿起手机扫描
墙上的二维码，一张“地下管网分布
图”一目了然。

京内试点建设如火如荼之际，上
海江湾试点已经建设完工，退休老干
部已经入住。

雨后的上海新江湾城空气清新，
该项目戎辉苑小区内，住户们正在楼
下散步。这里原为一处空军机场，前
些年土地征用后，上海市政府把这里
作为城市副中心精心打造，周边地铁
和公路四通八达，距离大型商圈和医
疗机构也不远。

退休干部吴友根，在外地退休后
回原籍安置。他笑着说，这里的住房
条件和退休前相比明显上了一个台
阶，“如今叶落归根，这样的生活环境
我很满意。”

华东地区雨水多，住房质量怎样保证？
“我们采用的新型保温真金板，可有

效抵御雨水侵蚀。”江湾老干部安置住房
建设局工程处长郑时永说，住房建设充
分考虑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在小区所有
活动场所设置无障碍设施和通道，合理
配置锻炼、娱乐和休闲设施，科学设置住
院紧急呼叫系统，处处体现宜居理念。
“真诚服务，暖至人心。”小区物业办

公室内，墙壁上悬挂的一面锦旗映入眼
帘，物业人员正为住户办理门禁升级。

物业经理张连凤说，为及早展开
工作，公司中标后，赶在住房交付前完
成进驻，协助老干部做好验房和装修
等工作。老干部入住后，他们严格按
照规范流程搞好安保、绿化、维修等服
务，得到住户充分肯定。

在与现场几位老干部和物业人员
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小区建成以
来，各项管理举措逐步走上正轨，对于
事关小区运行的大事难事，住房建设
局、业主和物业每月召开协调会，面对
面协商解决。

业主自治小组成员、老干部张树民
是小区管理的热心人，尽管已经 70岁
了，每次协调会后，他都要整理出一份
“会议纪要”作为抓落实的凭据。“电动
车充电桩安装、补种苗木、改装声控开
关……要做的事还很多。”他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手机里的文档向记者介绍。

北京西北旺试点正在建设，上海江湾试点已经入住。请看本报记者从这

两个军队统建住房项目发来的一线见闻——

统建住房究竟啥样
■本报记者 郭 晨 通讯员 杨 锐 张立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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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某统建项目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