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100个以上，建设60个节水型小区
◆完成4000部既有住宅电梯增设，新改建“口袋公园”150个以上
◆力争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40%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
◆加快编制地下管网建设专项规划，改造老化燃气管道9000公里、供水管道

2400公里、排水管道3200公里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强力推进餐饮等场所“瓶改管”“瓶改电”应改尽改，确保6月底前全面完成

改造工作
◆力争在2024年汛期前完成224个省级重要易涝点整治

2024年四川住建重点工作

600多名指战员参战

川渝首次举行跨区域森林火灾联合应急演练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龚爱秋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聚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2024年四川将改造老化燃气管道9000公里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100个以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轩）1月15
日上午，由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主办、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协办、四川省达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4年川渝地区森林火灾联合应急演
练在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举行。这是
川渝首次举行跨区域森林火灾联合应
急演练。

演练模拟宣汉县普光镇发生森林
火灾，由于风力较大，山火迅速发展蔓
延至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此次演练
以森林火灾扑救全流程、全要素为主
线，共设置18个演练科目，围绕“联合响
应、联合指挥、联合保障、联合扑救、终
止响应”五个阶段展开。来自川渝两地
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空中灭火
力量、地方专业扑火队、半专业扑火队
及跨区域增援力量的600余名指战员以
及应急管理、林业、公安、气象、卫健、电
力、通信等100余名保障人员参加了本
次演练。

演练中，达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在火
场北侧天然水源处实施围堰蓄水，在火
场东西两侧架设消防蓄水池，通过由泵
浦消防车、水带敷设车、手抬机动泵组成
的远程供水系统，为现场灭火处置提供
稳定不间断的用水保障。

针对火场山高坡陡难攀爬的实际，
四川、重庆两地森林消防队伍利用消防
水带铺设路绳攀上悬崖，从东西两侧架
设管线延伸至火线，开展以水灭火作
业，有效压制明火火势。达州市森林防
灭火应急救援支队、重庆市应急救援总
队和跨区域增援地方专业扑火队与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密切协同，拔烟

点、清余火、除隐患，巩固扑救成果，防
止火场复燃。

“总指挥部，我部已扑打1.5公里明

火，现队伍到达两省市交界处，队伍急需
补给水带和油料。”接到指令，达州市森
林防灭火应急救援支队迅速派出越野摩

托车、全地形两栖救援车向火场输送油
料。重庆市航空应急救援总队采用“飞
机+专业队”立体作战模式，派出阿古斯
塔139直升机及时将前方需要的水带等
物资通过直升机滑降的方式投送至火场
一线。

此次演习还创新应用了一批新技
术、新装备。在侦查指挥方面，四川省森
防指办公室在接到火情报告后，立刻利
用火情监测即报系统开展火情态势分
析，向市、县森防指发出火灾扑救提示；
派出国内首款森林航空消防应急移动塔
台，负责指挥、调度救援飞行器和航空情
报资源共享，实现了森林航空消防可视
可管可控。

在特殊林火处置方面，国家危化品
应急救援普光队的消防坦克利用液压推
铲，将障碍物快速清除，为救援现场打开
通道；利用曼干粉消防车，发射聚合型超
细干粉，精准扑灭崖壁上的明火。四川
省森林消防总队使用电磁远程灭火炮，
将灭火药剂远距离精准投送至火场，配
合重型无人机和干粉灭火无人机，实现
地面灭火与地空立体灭火的能力新拓
展。

“此次演练是对川渝相邻应急联动、
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共享火情动态信息、
协作拟制扑救方案、联动开展灭火行动
的一次实战检验。”四川省森林草原防
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川渝两地将按照《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森林防灭火联防联控联动合作协议
书》相关要求，研究探索跨行政区域森林
草原火灾联防联控联动机制，为跨区域
森林火灾扑救提供川渝样本。

四川省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供图

1月15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
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回顾了2023年主要
工作，分析面临的形势，部署2024年重点
任务。

2023年，四川省建筑业提质升级、城
市功能品质提升、民生实事推进的效果
如何？涉及燃气、自建房、城市排水防
涝、抗震的城市安全稳定底线切实加固
了吗？2024年，四川又将如何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全面推动住房城乡建设各项
工作提质增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
川新篇章贡献住建力量？

2023年工作成效
既有住宅电梯增设4900部

排查燃气安全隐患36.97万个

2023年，四川住建系统在推进队伍建
设、平稳发展房产市场、加速建筑业发展、
优化城市功能品质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民生保障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民生
实事稳步推进，在全国率先建立老旧小
区改造成效评价机制，纳入2023年改造
计划的5293个小区全部开工。同时，既
有住宅电梯增设完工4900部。推进完整
社区建设，5个社区纳入全国试点，25个
社区纳入省级试点。

住房保障精准供给，新开工筹集保
租房10.5万套（间），公租房在保65.41万
户、“川渝互保”4.9万户，在全国率先开
展公租房购买保险、加装电梯和信息平
台建设。开工改造棚户区6.83万套，超

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时支持成都等8个
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制度试点，结对帮扶西藏8个公积金中心
取得明显成效。

在城市更新方面，共计完成更新改
造燃气管道1.02万公里、供水管道2202
公里、排水管道4254公里。指导成都做
好城市更新全国试点，遴选21个市县开
展省级试点。

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1867亿元。
“新三推”累计完工项目1838个，城市生
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分别达62.2%、99.93%，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回收利用率达40%，新建城市绿
道1276公里，新改建“口袋公园”项目
232个。

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共确定历史
建筑2683处，较2022年增加1092处，登
记在册古树名木7.16万株。

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2023年，
累计排查企业71.2万家（次），排查隐患
36.97万个、整改36.91万个，未整改完成
问题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实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提升城
市排水防涝能力等工作。累计排查自建
房1826.6万栋，存在安全隐患的2.2万栋
经营性自建房基本完成整治销号；排查
整治检查井和集水井145.7万个，清淤疏
通排水管道8250公里；扎实开展房屋市
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巩固提升行动，持
续推进“智慧工地”建设，整改重大事故
隐患355项等。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共评定建设工
程高级工程师489人、正高级工程师165
人，新增执业资格注册师2.57万人。同
时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成都、自贡、内江、泸州叙永县5项做法获
住建部推广。

2024年重点工作
改造老化燃气管道9000公里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100个以上

2024年，四川将以县域为重要切入
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面推动住房城乡
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在推进“四好建设”方面，四川要建
设人民满意“好房子”、幸福安全“好小
区”、完整共享“好社区”、韧性宜居“好城
区”。2024年，全省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5100个以上，建设60个节水型小
区，完成4000部既有住宅电梯增设，新
改建“口袋公园”150个以上，新建居住区
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100%。

同时，力争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
40%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
求。加快编制地下管网建设专项规划，
改造老化燃气管道9000公里、供水管道
2400公里、排水管道3200公里。实施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建
设改造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站）3
万个，创建垃圾分类示范街道50个。

在树牢底线思维方面，四川将巩固
提升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成
效，强力推进餐饮等场所“瓶改管”“瓶改
电”应改尽改，确保6月底前全面完成改
造工作。同时，力争在2024年汛期前完
成224个省级重要易涝点整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
消防员利用消防
水带铺设路绳攀
上悬崖灭火。

◀
演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