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送福”“嗦啰嗹”踩街忙
端午将至，泉州“嗦啰嗹”踩街活动精彩上演，还有火鼎公婆、拍胸舞等各类非遗表演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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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如何建？
我省出台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今年将试点打造一批保障性

住房、商品住房、既有住房更新改造的“好房子”项目
为加快推进“好房子”建设，助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日前，福建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等10部门联合制定了《福建省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以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为导向，加强房屋规划、设计、建造、
运维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六好”住房（好地段、好配套、好规划、好户型、好品质、好
开发企业）供给。

《方案》明确，2025年，全省将试点打造一批保障性住房、商品住房、既有住房更
新改造的“好房子”项目。2030年，新建保障性住房原则上全面建成“好房子”，高品
质商品住房开发模式得到全面推广。

住房品质是“好房子”
的核心内涵。

新房怎么建成“好房
子”？品质升级是关键。《方
案》明确，提项目开发品质，
按照完整居住社区、15分钟
社区生活圈和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要求，统筹规划
社区综合配套资源，合理布
局公共服务、商业配套、文化
体育、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
设施，科学配置垃圾分类收
集点、快递物流收发、电动车
充电等配套设施，适度提高
小区绿地率和车位配建标
准，提升整体宜居性和便利
性。鼓励小区配套的公共
设施、底层架空、挑高空间、
阳台、风雨连廊等少计容、不
计容。支持各地因地制宜

引导绿色生态住宅建设，探
索公共入户花园、公共空中
花园、公共屋顶绿化等纳入
绿地率核算方式。

提建筑设计品质，鼓励
建设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
等具有调蓄功能的海绵化
集水景观。鼓励采用屋顶、
外墙、结构外平台等立体绿
化方式，提高绿地空间利用
率。充分考虑家庭人口结
构和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
推广灵活可变的复合功能
空间。加强建筑隔声、隔热、
通风、防水、防潮等性能设
计，提升居住空间舒适度。
鼓励采用同层排水、管线与
主体结构分离等技术，提高
住房维修便利度与适用性。

提建筑用材品质，推广

新型墙体材料、预拌砂浆、
预拌混凝土、节能门窗、卫
生陶瓷等绿色建材应用。
鼓励各地积极选用智能、高
效、绿色的电梯、空调、照明
等设施设备，推广应用成品
门窗，全面推进新建住宅安
装燃气安全“三件套”。推
动数字家庭建设，鼓励统筹
布局智能家居、智能技术的
管网布线和安装应用。

此外，还要提升服务品
质，推行质价相符、优质优
价的“好房子”物业服务。
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
模式，鼓励物业服务向养
老、托幼、家政、文化、健康、
房屋经纪、快递收发等领域
延伸，满足居民多样化服务
需求。

“好房子”建设离不开
资金的有力支持，但资金
从何来？

《方案》明确，加大配
套支持力度，鼓励各地出
台支持“好房子”建设相关
配套政策，在“好房子”项
目政府采购、规划用地、信
贷融资、住房公积金、税费
优惠、信用评价、审批许可
等方面提供支持。在保障
性住房年度监测评价以及

正向激励评价中增加“好
房子”建设考核内容。支
持各地探索“以旧换新”购
房政策。

在财政金融支持方
面，各地要全力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超长期特别
国债、中央及省级财政资
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
策性贷款等各类资金，为

“好房子”建设提供坚实资
金保障。用好保障性安居

工程专项补助资金，重点
支持保障性住房“好房子”
项目。结合城市更新行
动，支持相关资金安排向

“好房子”更新改造项目倾
斜。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
对符合条件的“好房子”项
目开辟绿色通道，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降低信贷融
资成本。鼓励各地对“好
房子”住房公积金贷款最
高额度，按一定比例上浮。

乡村要振兴，农房焕
新是根基。农房建设与改
造如何落实“好房子”标
准？

《方案》要求，各地要
根据实际需求，及时更新
具有地域特色、户型多样
化的农房设计通用图集，
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开展公益性农房设
计和修改服务。因地制宜
推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

艺和绿色低碳技术应用，
鼓励选用被动式太阳房、
建筑光伏一体化等新型建
筑体系。2025年建设完成
30栋现代宜居农房。

倡导对既有农房进
行综合改造，因地制宜开
展宜居化改造，支持有条
件、有意愿的农户开展适
老化、民宿化改造，提升
结构质量安全、功能风貌
和人居环境品质。 2025

年依托闽台乡建乡创合
作样板，实施 50 栋适老
化、宜居化、民宿化改造试
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
住房安全动态监测和保
障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农
村危房改造，对符合条件
的重点对象危房，及时纳
入政策保障范围，做到应
保尽保。

既有住房要怎样焕发新
生，与“好房子”标准接轨？

《方案》明确，推进老旧
住房更新改造。鼓励各地
探索老旧住房以旧换新、原
拆原建、模块化技术快速更
新改造等方式，支持居民自
主更新改造老旧住宅。结
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等相关政策，加
快更新不符合现行产品标
准、安全风险高的老旧住宅
电梯，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以空调、照明、门窗
等为重点，推进建筑节能改
造；实施家电产品以旧换
新，推动家装厨卫“焕新”；
实施无障碍、适老化、适儿
化、适多代改造。福州、厦

门、漳州、泉州要先行先试，
打造一批老旧住房更新改
造试点样板。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聚焦消防设施、建筑外墙安
全、雨污分流、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设施、水电路气信
等基础设施安全和民生保
障改造内容，全面完成2000
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任务，并对已改造的
老旧小区“回头看”，结合居
民诉求整改完善。

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旧
房）改造。重点改造城市
（含县城）建成区范围内国
有土地上 C、D 级危险住
房，2028年前基本完成已摸
排出城市C、D级危险住房

改造，D级危险住房优先纳
入改造，改造前应立即采取
措施停止使用。加快在建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进
度，2027年前完成已纳入国
家计划项目的竣工交付。

推进城中村改造。因
地制宜采取拆除新建、整治
提升、拆整结合方式实施改
造，支持通过购买存量住房
或房票对接筹集安置住
房。对尚不具备拆除新建
条件的城中村，开展经常性
整治提升，推广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一体化长效治理
模式。2025年启动城中村
改造 1 万户，2026-2027 年
滚动推进城中村改造，成熟
一批、实施一批。

多维度提质，满足多样化服务需求

推进既有住房更新改造，泉州要先行先试

鼓励选用新型建材，建设现代宜居农房

支持各地探索“以旧换新”购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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