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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执行在即

各地多措并举打造“好房子”

注入“智能基因”

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实体样板

间内，当体验者轻触玄关处的智慧

屏，室内灯光瞬间切换为“归家模

式”，窗帘自动拉开，中央空调已提

前将室温调节至

24℃

；室外游乐场

装上全景摄像头，连接户内智慧大

屏，家长通过查看屏幕，孩子在哪

儿玩、和谁玩都一目了然，既能安

心刷剧做家务，又能随时切换“照

看模式”。

这些场景并不是科幻电影中

的画面，而是“好房子”落地后生活

中的日常片段。

3

月

31

日，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布国家标准《住宅项目

规范》，具体对项目的规模、布局、

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措施等五大

要素方面给出规定。 规范将于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随着新标准的

颁布实施， 住房消费的基准线得以

实质性提升。 他认为，标准将推动市

场产品供给向多元化、 差异化方向

发展， 为购房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选

择空间，满足不同层次的居住需求。

3

米 层 高 、

100%

的 超 高 得 房

率，正成为更多房子的标配。 越来

越多的房企正将“智能基因 ”注入

住宅开发，让每一个空间都成为智

慧生活的交互节点。 除此之外，从

规划施工到交付入住，智能化正贯

穿住房建设全生命周期。

近日，笔者在建设中的上海徐

汇滨江“西岸誉府 ”项目施工现场

看到， 该项目应用了数字回弹仪、

智能楼板检测仪、钢筋检测仪等智

能建造设备 ， 同时也在广泛使用

BIM

建模、三维可视化工具、程序

自动检测等技术。

“这些智能技术的应用， 不仅

有效提升了工程质量和生产效率，

也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 ”工程人

员介绍说 ， 企业不仅要对当下负

责 ，更要对未来负责 ，让每一位业

主都能住得安心、放心。

地方性标准相继出台

实际上，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

省市相继出台关于“好房子”的地

方性标准。 不久前，贵州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正式对外发布《贵州省

高品质住宅设计导则（试行）》（以

下简称《导则》），旨在进一步提升

全省住房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结合贵州省实际情况，《导则》

从总则、基本规定、健康舒适、安全

耐久、绿色低碳、生活便利、智慧科

技、环境宜居等方面对贵州省高品

质住宅的设计提出了指导性要求。

其中，针对单元设计、户型设计、户

内环境、车库设计以及安全耐久等

方面，《导则》提出了高于现行住宅

建筑设计标准的硬性指标要求。 例

如， 要求每层户数不超过

4

户，二

层以上住宅设置电梯，住宅最小层

高不小于

3.0

米， 车库内主车道净

高不小于

2.4

米等。

山东省出台《山东省好房子建

设标准指引》， 明确增加室内空间。

例如 ， 厨房操作台面长度要大于

3m

， 灶台前要留出至少

1m

宽的走

动空间。 在质量安全方面强化建筑

全生命周期管理， 并延长关键部位

保修期，如电气管线、防水工程等隐

蔽部分保修

10

年。 同时鼓励在户外

设置风雨连廊、架空层、下沉庭院、

屋顶花园等多种形式的空间场景。

四川则是发布我国首个“好房

子”评价体系———《四川省好住房评

价标准》，包括交通与配套、安全与

质量、功能与空间、舒适与健康、绿

色与低碳、智慧与便捷、运维与物业

7

大一级指标， 并设立“创新加分

项”。例如，将高空坠物、防滑防水等

细节列为“一票否决项”，倒逼全周

期安全管控；并将无人机配送、家庭

云等前瞻技术应用设为加分项，推

动住宅智慧绿色引领未来。

高品质供给成新增长点

当住房需求从“有没有” 转向

“好不好”的评价标尺时，“安全、舒

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已成大势

所趋 、民心所向，更是政策持续发

力的核心方向。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

表示，目前市场上购房需求依旧旺

盛，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十分

强烈。 随着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

将有更多契合需求的好产品，购房

潜力也将随之逐步释放。

“以‘好房子’为核心的高品质

供 给 将 成 为 住 房 市 场 的 新 增 长

点。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

与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宏表示，不仅

新建住房在朝着“好房子”的方向

迈进，越来越多的旧改项目也将纳

入“好房子”的范畴。 在他看来，在

旧房改造过程中，遵循“好房子”的

标准，能够显著提升居住环境和生

活质量，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房产的

价值。

“房地产行业将从‘规模扩张’

转向‘质量提升’。 ”张宏表示，好房

子标准的实施将促使存量房市场进

行优胜劣汰 ， 推动房地产市场向

“高质量、绿色、智能”方向发展。

在此背景下 ，针对旧改“好房

子”的资金来源问题 ，张宏建议建

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遵循“谁

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通过政府资

金支持、居民自筹资金以及社会力

量投资等多种渠道，避免单一资金

来源带来的压力。 另外，建议在未

来新建住宅中逐渐增加独立产权住

宅的市场化建设比例，减少共有产

权住宅的市场供应数量，在住房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确保旧改

“好房子”项目能够顺利推进。

（梁倩 郑钧天 张钟仁）

随着“好房子”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实施进入倒计时阶段，一场覆盖全国的居住升级

行动正全面展开。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已有北京、山西、江苏、贵州、四川、山东等近十个省市结

合地域特点，从标准制定、土地供应到建造工艺全链条发力，构建高品质住房建设体系。

资 讯

李祖龙：

以智能技术重塑广告制造业

引领行业创新风潮

“当全球广告行业步入‘千屏千面’的精准

传播时代， 制造端的智能化革命将成为产业升

级的核心引擎。 ” 在无锡市彩星展览图艺装饰

有限公司的智能工厂里， 总经理李祖龙向笔者

展示着实时跳动的数据大屏———来自全国各个

省市的

537

个订单正在同步生产， 而车间工人

数量却不足传统工厂的三分之一。

作为中国广告材料行业智能化转型的标

杆人物，李祖龙深耕行业

20

多年，带领企业从

区域性服务商发展为全国性龙头企业。 如今，

公司已经与希森美康生物科技（无锡） 有限公

司、 杭州联亚展示器材有限公司等数百家公司

达成合作，为其提供广告标识、交通路牌、车身

广告、 户外立体标牌等多领域的广告服务。 与

此同时， 公司的产品遍及全国近

20

个省市，成

功应用于数百个广告项目中。 由此， 李祖龙逐

渐在广告材料领域声名大噪， 并成为行业中的

佼佼者。

面对广告行业“小批量 、多场景、即时交

付” 的新需求， 李祖龙早早便投入智能化技术

研发领域， 自主研发多项智能化技术成果，不

仅填补了国内广告材料领域的智能化技术空

白，更推动行业进入高效化、精准化时代。 凭借

这些突破性成果， 李祖龙成为推动中国广告制

造业智能化升级的领军人物。

以

2022

年正式落地的“个性化广告标识定

制与生产系统” 为例， 该系统的创新性不仅体

现在其高效的生产模式， 还在于其智能化定制

功能，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模型，构建

2000+

广

告元素数据库，实现“客户需求输入———智能方

案生成———

3D

效果预览”全流程自动化，将设

计周期从

72

小时压缩至

3

小时。该系统的落地

使广告标识定制成本下降

35%

， 交货周期缩短

60%

， 目前已经在全国

13

个省市、 超过

320

家

企业的广告项目中得到应用， 累计创造直接经

济效益逾

1.2

亿元。

李祖龙的创新成果不仅限于生产端，更构

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智能生态。 通过与江苏梵

双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合作， 该系统被应用于文

博馆、展览会、主题馆等项目中，备受称赞。 江

苏梵双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总评价道：

“这套系统重新定义了广告制造的标准， 其模

块化架构可快速适配交通、 医疗、 会展等多元

场景，具备极强的产业延展性。 ”

“智能化不是替代人工， 而是让人专注于

创造更高价值。 ”李祖龙在接受访问时强调。 李

祖龙通过推动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不仅改变了

广告制造的方式， 还为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

方向。 他的成就标志着中国广告材料行业正走

向更加高效、智能化的未来。 （孙梅）

北京：

今年将竣工保障性住房

8

万套（间）

据近期召开的北京市

2025

年住房保障工

作专题部署会消息：今年北京要全面完成“十四

五”时期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40

万套（间）

任务， 全年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5

万套

（间），竣工各类保障性住房

8

万套（间）。

为满足特定群体住房需求， 北京今年将持

续推进新毕业大学生青年公寓、 城市基本公共

服务人员宿舍专项租赁。中心城区、平原新城各

区提早谋划，每区选取不少于

300

套（间）公寓

型和宿舍型租赁房源。 同时，针对行业特点，开

展“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试点，定向对接配

送、 快递、 家政、 环卫等城市公共服务人员租

赁，满足“一间房、一张床”多元化住房需求。

在公租房方面， 北京将持续提高公租房备

案家庭保障率。

2025

年末全市力争提高到

85%

，

其中

2024

年底前备案的低保、低收入、重残、大

病家庭依申请“应保尽保”，加快解决公租房轮

候家庭住房困难。 （李建广）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全球之

际，一位女性企业家凭借卓越的技

术创新与战略眼光，正在细分领域

内书写着行业的新篇章。 作为湖北

讯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詹俊

带领团队深耕人脸识别技术，从武

汉出发，辐射全国，致力于为广大

客户提供公民网络身份验证和公

共安全应用服务。 近日，笔者深入

访问，揭秘詹俊如何通过技术突破

与精细化管理，推动公司跻身行业

标杆，并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腾

飞注入新动能。

2016

年，詹俊创立了湖北讯罗

科技有限公司 ， 并担任总经理一

职。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增

长，詹俊敏锐洞察到人脸识别技术

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果断引领公

司从泛

IT

服务领域转型， 聚焦人

脸识别这一细分市场。 她明确提出

“以人脸识别为核心， 深耕身份认

证与安全管理 ”的技术路线，并带

领团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与

突破。

詹俊带领公司研发团队迭代

出

30

余项软件著作权，并推出了访

客机 、自助机等硬件产品，成功实

现了“软件

+

硬件

+

解决方案”的

生态布局。 这些技术成果不仅广泛

应用于华美达酒店、皇冠假日酒店

等超过

1500

家高端客户项目，形成

了行业示范效应 ， 同时还深耕政

务、教育等高门槛领域 ，如行政服

务大厅和学校，极大地提升了公司

品牌的公信力，并直接推动了公司

收入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数千万元

的经济效益。

作为

IT

项目管理领域的专

家，詹俊不仅具备深厚的技术创新

能力， 还展现了卓越的管理智慧。

“在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爆

发的时代，

IT

项目的复杂性、 规模

性和跨领域协作需求呈指数级增

长，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已经无法

满足企业的快速发展需求。 ”詹俊

表示。 詹俊凭借多年的一线经验，

提出并实施了“

IT

项目管理标准化

体系”，以标准化为驱动，引领企业

实现了效能革命。

这一管理体系通过全生命周

期管理、 顶层设计、 流程重构和组

织变革等多重优化手段， 使公司在

项目管理成功实现了“三升三降”

的卓越表现： 项目平均交付周期从

9

个月缩短至

5.5

个月， 客户需求

响应速度提升

200%

等。 她主导的

IT

项目管理标准化体系不仅解决

了公司在规模化发展中的瓶颈，更

为行业树立了新的管理范式， 推动

全行业从“经验驱动” 向“标准驱

动”转型。

从技术研发者到行业破局者，

詹俊在七年时间里， 凭借远见卓识

和不懈奋斗， 深刻证明了人工智能

的终极价值： 让技术更好地回归人

性需求。 如今， 她正带领团队积极

探索包括元宇宙身份认证等前沿领

域， 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

与应用。 （李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