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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当前，茂名市有关
部门已联合推出“申请公租房一件
事”服务，公租房受理方式实行网上
办理和线下窗口办理，实现公租房申
请“轻松办”、群众“零次跑”，助力
群众实现“安居梦”。

公租房即公共租赁住房，是指限
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
定条件的本市中心城区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
员出租的 70 平方米以下保障性住房。
公租房保障政策提供实物保障和租赁
补贴两种保障方式。实物保障由工作

人员通知申请人进行选房配租；租
赁补贴则是根据申请人的家庭人口数
量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发放补贴。

目前，茂名市按照国家、省“高
效办成一件事”有关要求，搭建茂名
市公租房审批数据分析平台，通过信
息共享、部门协同、系统互通，精简
工作环节，优化办事流程，成为全省首
个实现公租房申请线上“一件事办理”、
线下“一窗受理”“一次办成”的地市。

茂名市民如何申请公租房？线上
办理，可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搜索

“申请公租房一件事”，点击“在线办

理”，按办事指南填写申请人和家庭成
员的身份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线下受理申请公
租房事项做出调整，自 2025 年 1 月 2
日起在茂名市行政服务中心 （茂名市
油城十路 6 号大院） 西区二楼 7 号窗接
受申请，原光华南路 18 号受理窗口停
止运行。市民线下到申请窗口按办事
指南提供相关资料，由工作人员录入
即可。工作人员通过茂名市“一网通
办”平台推送至户口所在地的镇街、
住建、社保等部门，实现审批结果共
享。市民无需提供社保、不动产以及

相关街道办出具的审核盖章材料，办
理结果统一由窗口出具并短信通知申
请人，申请人也可登录广东政务服务
网茂名分厅查询。

如今，茂名市高效办成申请公租
房“一件事”，审批环节由原来的最少
6 个环节压减至 3 个环节，办结时限由
原来承诺的 90 个工作日压减至 30 个工
作日 （含法定公示期 20 天），服务效
率 提 升 80% 以 上 ， 让 群 众 办 事 更 方
便、更快捷，实现减时间、减跑动、
减材料、减环节，推动公租房服务扩
面增效、提速提质。 （茂健）

茂名推出“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服务
实现公租房申请“轻松办”、群众“零次跑”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罗杰报道：近日，惠州市人民政府
公布该市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录，惠城
区水口街道下源村泉记等 28 处历史建
筑入选。值得注意的是，大亚湾开发
区首次有历史建筑被列入名录。

此前，惠州市人民政府分别于
2013 年 4 月、2018 年 7 月公布了两批
历史建筑名录，第一批 202 处，第二
批 29 处。惠州市各县区已开展多轮历
史建筑普查认定，目前惠州共有历史

建筑293处。
目前，惠州市的历史建筑主要集

中在惠城区和惠阳区。此次公布的第
三批历史建筑中，惠城区 16 处、惠阳区
5 处、大亚湾开发区 3 处、仲恺高新区 4
处。位于大亚湾开发区澳头街道妈庙
村三组的李氏宅居楼、李氏兄弟楼、李
番鬼英楼3处历史建筑被列入，这也是
首次有大亚湾的建筑被列入。此次公
布的 28 处历史建筑主要包括居住建
筑、祭祀性建筑、民防建筑等类型。

近年来，惠州市先后出台了 《惠
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惠州
市历史建筑维护修缮补助办法》 等文
件。其中，惠州市住建局组织编制

《惠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规
划》《惠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专
项规划》，划定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编制活化利用和
修缮改善指引，为历史建筑保护责任
人开展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提供
指引和依据。

那么，维护修缮历史建筑的资金
谁来出？按照 《惠州市历史建筑维护
修 缮 补 助 办 法》， 国 有 历 史 建 筑 修
缮，由市级财政按建筑面积 1000 元/
平方米予以补助，且不超出修缮总费
用的 50%；非国有历史建筑轻微修
缮，由市级财政按每处 1 万元/年予以
补助，非轻微修缮由市级财政按建筑
面积 1000 元/平方米予以补助，且一
次性补助金额不超过30万元。

惠州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惠州市历史建筑维护修缮补助
办法》 自 2022 年 3 月实施以来，已推
动 180 余处历史建筑维护修缮。接下
来，该局将对惠州市第三批历史建筑
展开挂牌认定工作，并为挂牌历史建
筑测绘建档，编制保护专项规划，结
合相关维护修缮的条例和办法，进行
规范和管理保护。

惠州市惠城区铁炉湖2号陈宅（图源：惠州发布）

惠州新增28处市级历史建筑
大亚湾开发区首次有历史建筑入选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记者获悉，由广州天河区石牌
街道潘祠片区升级改造的新型文旅空
间——“岁约苑”将在今年 3 月亮相迎
客。据悉，该项目是石牌街道探索城
中村综合治理新路径，盘活闲置低效
资源，精心打造的一个集商业、艺术、
文化于一体的新型文旅空间。项目于
2024 年 6 月动工，以“艺术+商业”模式
探索文旅新业态，旨在吸引更多客商
汇聚石牌街区，带动石牌村相关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石牌村作为广州城央历史最悠久
的城中村之一，拥有 342 年历史的潘
氏宗祠和上世纪由潘氏村民集资兴建
的河阳楼。为盘活这些历史建筑，石

牌街道引入有良好社会信誉且经验丰
富的第三方，共同出资 2800 万元，对
潘祠片区进行升级改造。

“岁约苑”项目以“公益服务+
商业运营”模式，对老旧建筑、滨水
公园及周边环境进行改造，总改造面
积约 5800 平方米。改造后，不仅包含
图书馆、美术馆、文化宣传廊道、高
端商业空间、便民商铺等多功能综合
服务，还配备环卫站、配电站、消防
站等基础设施。

在改造过程中，“岁约苑”项目
以“艺术+商业”为理念，对区域重
新规划设计，优化使用功能，建筑风
格简约且紧跟时代潮流。图书馆作为

“岁约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申请

列入“广州图书馆石牌文旅空间特色
分馆”，并定期举办读书论坛、教育
分享、技能培训等活动。美术馆则联
合各地美术馆、相关美术协会、艺术
家等，定期举办学术型、艺术型展
览、艺术论坛及讲座等活动，为市民
提供免费参观交流的平台。

此外，“岁约苑”还设有美育空间、
文创市集、文化活动广场以及口袋公
园、绿美广场等区域。美育空间主要
开展生活美学的相关活动，如画画、插
花、熏香等；文创市集依托美术馆和艺
术家，共同设计、开发不同系列的文
创产品；文化活动广场则面向社会组
织、企业团体及兴趣个人等，打造开
放式音乐会、舞蹈会等文艺活动。

广州天河新增一新型文旅空间

潘祠片区升级改造“岁约苑”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
道：1 月 8 日，广州市混凝土行业
协会召开第四届第三次会员 （会
员代表） 大会暨 2024 年工作总结
大 会 ， 并 发 布 2024 年 度 工 作 报
告。2024 年，广州市混凝土供应
量 4457.2 万 立 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5.62% ， 行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35.6%，全市通过绿色生产验收考
核的混凝土企业达到 104 家，同时
还有多家混凝土企业获得了绿色
建材产品认证。

据了解，2024 年，该协会编
制了 《广州市预拌混凝土普法宣
传册》，并发出 《防止和抵制“内
卷式”的恶性竞争确保混凝土生
产质量》 的提醒函，以规范行业
市场秩序，促进混凝土行业的健
康 发 展 ， 引 导 企 业 加 强 质 量 管
理，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报告指出，截至目前，已有
4927 辆车接入该协会推出的搅拌
车智能视频综合管理平台，110 家
企业在行业搅拌车司机安全管理
平台注册，3030 人次司机完成学
习并通过考试，使得行业全年发
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和交通安全事
故较去年有所下降。

据统计，2024 年广州全市通
过绿色生产验收考核的混凝土企
业达到 104 家，其中新建和新增生
产线企业 12 家，同时还有 54 家混
凝土企业获得了绿色建材产品认
证。

报告还指出，目前广州市混
凝土行业比较突出的问题有行业
产能严重过剩。2024 年广州市混
凝土供应量 4457.2 万立方米，比
去年减少 266 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5.62% ， 目 前 行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为
35.6%。

据悉，由该协会牵头制定的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技术
规程》 已于去年 12 月底发布，目
前已正式实施，填补了地方标准
的技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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