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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厘米高的人行道台阶变成缓坡、家里的
晾衣架可升降、在路上摔倒的老人第一时间被发
现……近段时间以来，“无障碍”“适老化”这些关
键词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逐渐成为城区更新不
可忽略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芗城区持续开展“由内而外、由表及
里”的适老化改造工作，为残障人士、老年人打造
更加便利和安全的出行空间。

让家更便利

“原有的灶台经过改造，增加了台面高度，
这样煮饭更便利，也更安全。”芗城区浦南镇残
疾人联络员钟俊杰正在改造户家中查看改造后
的成果。

67 岁的李女士，因跌倒受伤，被鉴定为肢体
残疾，而她的老伴也有视力障碍，因为身体原因，
夫妻俩日常生活多有不便。去年 5 月，李女士家
被纳入户内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名单。

“在改造前，我们通过上门入户，对接他们的
日常生活需求，确认各项改造项目，定制改造内
容。她家原有的灶台高度不合理、卫生间是蹲厕、
门窗无防护栏、楼梯无扶手借力，这些都要进行
改造。”钟俊杰说，在整个改造过程中，他都实时
跟进。

钟俊杰说，针对残疾人户内的改造很难形成
一套标准化的模式，需要根据每个残疾人的身体
条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虽然只涉及户内的一
些小空间，却得下更多功夫。

值得一提的是，在户内改造的过程中，智能
化设备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一环，让残疾人的生活
便利度提升了一个台阶。

“关闭空调，打开客厅灯。”随着李英梅的发
声，灯光洒满了房间。她因左侧手臂与左腿失去
力量，日常只能拄拐行动。2023年，残联工作人员
对她家进行了无障碍改造，加装升降晾衣架、升
降淋浴器、声控照明等智能设备。

截至目前，芗城区累计完成 123 户残疾人

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打通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
公里”。

让城市更柔软

在住得舒心的同时，芗城区还期望通过改
造，让残疾人能更多地走出家门。

近几年，漳州古城名头越来越响亮，来自各
地的游客在古城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足迹，古
城和古城里的“原住民”都成为他们相机框里的
风景。

然而，古城传统古朴的建筑风格难以适应现
代化的适老化设备，给残疾人、老年人造成诸多
不便。

“无障碍环境的打造，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
等群体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福建省为民办实事
的重要项目。”西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兰亚平告诉
记者，去年年底，西桥街道无障碍设施省级样板
项目竣工投用。

“我们特地配备了两辆无障碍观光电瓶车，
让使用轮椅的人士也能够在电瓶车上游览古
城，增加体验的便利性。”西桥街道统战委员陈
艺泉说。

由于外观无法进行改变，对于古城区域内的
改造更多集中在公共区域，通过设置无障碍通
道、无障碍卫生间、展馆无障碍出入口等设施，让
古城的游览更加畅通无阻。

“在古城内，我们共设置无障碍信息系统建
设 AI 主动识别监控点位 40 个、展馆 VR7 个、展
馆VR场景点位 61个，用科技赋能无障碍改造。”
凌波景管芗城分公司物业管理部主任李华勇向
记者介绍，通过无障碍“云导览”、展馆 VR“云游
览”、AI 识别预警等信息无障碍建设，促进无障
碍式参观游览。

电梯加装低位按钮，楼梯、坡道、马桶边加装
扶手，广场规划无障碍停车位以及随处可见的盲
文标识。乍看之下，小区的公共场所并没有太大
变化，但这些细节却给西桥街道上江名都小区的

残障人士与老年人带来很多便利。
“出门溜达便利多了。”陈奶奶是小区居民，

改造后，她几乎每天都到楼下散步，看看花草，心
情也放松很多。

如今，西桥街道的各个居住区与生活区，随
处可见无障碍设施，通过生活通道、市政道路、公
园广场、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
站等场所的细节化改造，串联打通了“居家—楼
栋—小区—公共场所”的无障碍通行，形成无障
碍 10 分钟生活圈，实现残障人士、老年人“出得
了门、下得了楼、办得了事、就得了医、逛得了公
园”。

西桥街道无障碍设施样板街道项目共完成
17 个子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的无障碍
环境。下一步，芗城区将以西桥街道为样板，将无
障碍生活圈范围不断扩大，用小改造推动大民
生。通过无障碍硬件设施改造和智慧科技赋能相
结合，打造连续贯通、安全便捷、健康舒适、多元
包容的无障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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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时代到来，盖房子就像搭积木。
作为龙海极具影响力的支柱产业之一，龙

海建筑业构建起了上下游关联、横向耦合发展
的企业总部集群，形成总部集聚效应，闯出一条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禹澄建设便是其中代表企业之一。该企业
诞生自建筑之乡龙海，成长即面临提质增效、节
能降耗等重要任务。新形势下，禹澄围绕装配式
建筑，以工业化制造的方式革新建筑生产。近
日，记者探访了这家年富力强的民营建筑企业。

工业化生产

装配式建筑的到来是建筑方式的一大转
型，主要是将传统建筑通过设计拆分成模块化
的部品部件，进行工厂化生产后，运送到施工现
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将其组装成相应的建
筑。生产成本可控，建造速度快。

2022 年，龙海区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快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广装
配式建筑，力争到 2025 年全区域城镇每年新开
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筑的比例达 40%以上，推
进建筑产业结构升级。

禹澄不算最早涉猎装配式建筑的企业，但
围绕装配式发展却是它的成长轨迹。

在禹澄的生产车间，一件件巨大的钢筋水
泥构件在自动生产线上来回穿梭、加工，犹如巨
型乐高公园。这是最新一代的生产加工设备，装
配式流水生产线长达 200 米，采用双回路双轨
道设计，配备 8 列 8 层养护窑、多台智能钢筋加
工设备、2 条混凝土生产线、全自动上料设备
等，实现生产工艺的快速周转。

“采用双回路模台流转设备实现构件的流
水生产，原先一条单回路生产线每天生产构件
100 多立方米，现在每天可生产构件 200 多立方
米。”公司相关负责人陈进勇介绍，装配式的工
业化生产，可以减少材料浪费，比如模具的循环
利用，砂、石、钢筋、辅材等残余材料可回收加工
再利用。

减少材料浪费，是缩减成本方式之一，节能
减排则是另一种重要的方式。

噪声、粉尘、废水泥浆、建筑垃圾……建筑
业作为当之无愧的“碳排放”大户，“双碳”背景
下，如何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发展？

先是“补绿”——2023 年 9 月，禹澄在漳州
落成首家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装配式预制构件生
产基地，加工生产车间屋顶投建 1.28MW 光伏
发电，将屋顶光伏发电储存并柔性使用。通俗来
说，采用光伏发电在工厂内实现“自给自足”。

再是“增绿”。“以前混凝土如果没有一次性
浇筑完，剩余尾料无法回收利用，只能当废弃物
处理。如今，在生产环节，我们配备了砂石分离
机设备，将混凝土尾料通过分离机把原材料分
离，再投入生产使用。”陈进勇说。

陈进勇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工厂原先每月
用电约 8 万千瓦时，产生 5 万多元电费，有了光
伏屋顶，工厂年发电量 135 万千瓦时，在光伏实
现“自给自足”之后，不仅电费全省，另有余电每
月可向国网售卖约 1 万元；另一头，利用尾料回
收再利用的工艺流程以及生产信息化管理的有
效控制，实现降本增效，每年约可多生产 1000
立方米部品部件，约可增收 50万元。

起 步 虽 晚 ，势 头 迅 猛 。不 久 前 ，禹 澄 荣

获“2023 福 建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企 业 100 强 ”
以 及“2023 福 建 省 创 新 型 民 营 企 业 100 强 ”
称号。

数字“搭积木”

闽南地区江河湖海水系发达，形成大片软
弱岩土，加上强降雨集中，这让建筑深基坑项目
的稳定、加固及预警成为建筑行业的研究难题。

“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智能监测系统，对
基坑变形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再利用 5G
无线传输技术将监测信号传递至云服务器。”
禹澄 BIM 技术中心负责人林明坦言，这套系
统是企业 2022 年与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
学院共同攻克的课题，项目采用高精度、智能
化传感器系统，可以在施工中及时动态监测土
体稳定性，并由监测管理信息平台高效处理，
排除安全隐患。

“智能制造是推动建筑业从劳动密集型转
向技术密集型的必经之路。”在福建省禹澄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文聪看来，如果说装配
是一种搭积木的方式，那么 BIM 就是那张对照
图纸。由此，装配与智能的协同最能立足建筑业
当下。

禹澄新建的总部办公楼便是采用 BIM 建
模。记者参观技术中心所搭建的禹澄总部大楼
BIM 模型，房屋立体可视，每一根管道的走向、
每一处水电的布点，都可以无限放大校准，仿佛
穿透钢筋水泥进入屋内漫游。

数字“搭积木”贯穿着设计、加工、运输、安
装等全过程，甚至每一件钢筋水泥构件都有属
于自己的“身份证”。

“人工生产钢筋水泥的精度误差约为 2 厘
米，而数字化生产可以把误差控制在 3 毫米以
内。”陈进勇说，别看误差小，要想“积木”搭得规
整，还得走标准化道路。说着，他拿起手机扫描
楼板粘贴的二维码，显示该楼板的每一个构件
原材料分别产自何处、于何时进厂、经过哪些生
产流程和工作人员之手、将于本周去往某项目
16 层 04 户编号 17 位置，溯源信息可谓详尽。

“小到 1 平方米，大到十几平方米的天花板，二
维码跟随一块块‘积木’进入工地，工人们现场
按照图纸，各归各位，拼装搭建。”

在禹澄的年度成绩单中，多有“绿色”“数
字”的应用场景，诸如深大基坑智能监测预警技
术、大体积混凝土光纤传感温控技术等，都解决
了建筑施工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向全建筑
行业推广发布。

2023年禹澄建设的产值约 41亿元。
洪文聪说，设计标准化、生产工业化、施工

装配化、装修一体化、管理信息化是当下建筑
业转型之路，也是建筑业从“量”的扩张转向

“质”的提升的必由之路，禹澄会一直在这条道
路上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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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江名都小区内的无障碍改造，让居民更舒心。 西桥街道鑫荣花苑小区内的无障碍卫生间 漳州古城内的无障碍观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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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

➡禹澄公
司承建的保罗
大健康产业园
多 栋 厂 房 封
顶 。（资 料 图
片）

⬅ 禹 澄
新 建 的 总 部
办 公 楼 便 是
采 用 BIM 建
模 ，房 屋 结 构
立体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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