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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房面积增长的同时，
住房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居住环境整体较差，绝大部
分城镇居民租住单位或房屋
管理部门的房屋。 从平房、筒
子楼到石库门，人口多，住房
面积小，三代同居一室是当时
较为普遍的居住现象。 现在，
居民住房已经转变为现代化
的具有独立卫生间、 厨房、淋
浴、供暖、供气、供水设备等的
成套住宅，无数家庭“住有所
居，安居宜居”的梦想正在变
成现实。

有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
初期，居民住房以土坯草屋居
为主， 且多散布于后街小巷；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居
民用房由草房变瓦房、 楼房，
由土木结构转向砖木结构、砖
混结构演变。 2018 年城镇居
民居住钢筋混凝土和砖混材
料建设的住宅占 95.8%， 竹草
土坯仅占 0.2%；二居室以上和
单栋楼房和平房占所有居住
样式的 91.2%， 一居室和筒子
楼或连片平房占 8.8%，城镇家
庭住房结构不断改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
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表示，
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随着
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市场化、
商品化的进程而产生，并不断
推进。 从 1998年开始，我国对
城镇住房制度进行全面改革，
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推进
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对最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廉租
住房，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供应经济适用住房。 随后几

年，经济适用住房投资、施工
面积和供应套数大幅增加。

随着住房保障工程的大
力推进，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正在形成。 1994 年至 2007
年， 全国共建设廉租住房、经
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1000多万套。 自 2008年大规
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
到 2018 年底， 全国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 7000
万套，通过住房保障工作，约 2
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

在住房条件改善的背后，
是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快增长。
1987 至 2018 年，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累计完成 99 万亿
元， 年均增长 24.8%。 2018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
达 97938 个，比 1987 年增加
95432 个， 房屋施工面积达

822300 万平方米，比 1997 年
增长 17.3 倍。 住宅投资快速
发展， 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
善。 1983 至 2018 年，全社会
住宅投资年均增长 17%，其
中农户住宅建设年均增长
10.9%。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
也是发展问题。 1952年，全国
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57 亿
元；1956 年完成总产值 146
亿元， 突破百亿大关；1988 年
完成总产值 1132 亿元， 突破
千亿大关；1998年完成总产值
10062 亿元， 突破万亿大关；
2011 年完成总产值 11.6 万亿
元，突破十万亿大关；2017 年
完成总产值 21.4 万亿元，突破
二十万亿大关。 2018年，全国
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23.5 万亿
元， 是 1952 年的 4124 倍，年

均增长 13.4%。
不过，在房地产行业飞速

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 针对这些问题，各种调控
措施相继出台，促进市场理性
回归。 2008年底，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的意见共
13条，要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
设力度，进一步鼓励普通商品
住房消费，支持房地产开发企
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强化地
方人民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
的职责，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
测。 此后，房地产调控政策不
断出台。 2017年以来，中央坚
持“房住不炒”基调，“租购并
举” 住房供应体系逐渐成型，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
效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新华社

近日， 经国务院同意，民
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养
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
费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实施意见》共提出
6个方面共 17条措施，推动解
决当前存在的养老服务有效
供给不足、养老服务消费政策
不健全、营商和消费环境有待
改善等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

广大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
老服务需求。

为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意见提出要实施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行动计划，
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确保新
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
施， 老旧小区通过政府回购、
租赁、改造等方式因地制宜补
足 养 老 设 施 ， 到 2022 年

100%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
2020 年底前对所有纳入特困
供养、 建档立卡范围的高龄、
失能、残疾老年人给予最急需
的适老化改造；2022 年底前
培养培训 200 万名养老护理
员、10 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
工作者。

意见还要求，到 2022 年，
力争所有街道至少建有一个

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 有条件的乡镇也要积极
建设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 社区日间照料机构
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养老机
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
50%； 每个县至少建有一所以
农村特困失能、 残疾老年人专
业照护为主的县级层面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设施。 /新华社

我国成功研制
新型等离子体射流源

日前，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
科学与工程学院物理电子系师
生经过两年的科学实验， 成功
研制出新型可手持等离子体射
流源， 实现了大气压下低温等
离子体的稳定放电， 让等离子
体完全呈现在空气中。

等离子体许多人感到陌
生， 但它其实普遍存在于我们
身边。如：日光灯是等离子体发
光， 闪电是常见的等离子体放
电……等离子体常被称为物质
的第四态，和固态、液态、气态
一样，是物质的一种状态，是宇
宙中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

等离子体内具有丰富的高
能粒子， 这些粒子具有高能量
的特性，极具活性，这就让本身
温度近似于室温的等离子体，
一旦接触到物体， 物体就被等
离子体内的高能粒子轰击，使
物体表面特性发生改变。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傅
文杰说：“等离子体的这个特性
可运用于癌症治疗、 皮肤表面
处理、杀菌消毒等领域，如运用
等离子体止血， 就像是制作一
分熟的牛排， 高能粒子瞬间使
破损皮肤迅速结痂，达到精准、
微创的治疗效果。 ”

但是，由于大气层的存在，
大气状态下的等离子体难以产
生和维持。

电子科技大学师生采用微
波激发等离子体， 通过为等离
子体射流源内部和喷射口设计
特殊结构， 使低温等离子体射
流在没有约束管道的条件下，
可以稳定地在大气中存在，射
流长度超过 2cm，并通过实验
优化结构参数， 实现了器件的
高效率、小型化和易操作，这大
大拓展了大气压下低温等离子
体射流的应用场景。

近日， 应用物理领域权威
期刊《应用物理快报》刊登了电
子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物理电子系师生的这一科研
成果的论文。 /新华社

10月起太原全面
推广使用乙醇汽油

记者从太原市政府获悉，
10 月 1 日起太原将全面推广
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所有加油
站禁止向终端用户销售非车用
乙醇汽油（军队特需、国家和特
种储备用油除外），一律改售车
用乙醇汽油。

根据山西省政府此前下发
的通知， 为进一步优化能源结
构，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
改善生态环境， 山西将在全省
分步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2019 年在京津冀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涉及的太原、 阳泉、长
治、晋城等城市先期进行试点。

太原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
责人提醒， 首次使用乙醇汽油
前，最好对车辆进行清洗调整。
这位负责人强调：“汽油本身有
杂质， 长期使用后杂质会沉积
在油箱里， 换用乙醇汽油后可
能会出现汽油滤清器堵塞导致
汽车无法启动的情况。 建议行
驶里程 3 万公里以上的车辆、
特别是老旧车， 首次使用乙醇
汽油要对油箱油路进行检查或
清洗。 ”

据悉， 太原市交通运输局
已在其官网公布了 180家有资
质的维修企业名单， 供市民就
近选择。 /新华社

金融监管部门持续释放加
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信号。
记者从机构获悉，继国务院常
务会议及金融委会议明确提
出金融机构要与实体经济共
渡难关后，近期银保监会对各
银保监局及各类银行下发《关
于开展银行机构不合理抽贷、
断贷专项检查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银行不合理
抽贷、断贷进行专项检查。 检
查重点涉及是否通过完善授
信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区别对
待、有保有控的差异化信贷政
策，同时，通知对不得抽贷、断
贷企业的条件设定进一步作
出明确规定。

通知明确将重点检查银行

对五类企业信贷投放情况。 一
是受国际市场冲击、遇到暂时
困难的出口企业，尤其是有订
单、有市场、有信用的企业，支
持其合理融资需求，确保不发
生不合理抽贷、断贷。 二是对
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是
否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
区别对待、“一企一策”， 分类
采取支持处置措施。 三是对符
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
发展前景和一定竞争力但暂
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不盲
目抽贷、断贷。 四是对于产能
过剩行业中经营暂时遇到困
难，但技术设备先进、产品有
竞争力、有市场的优质骨干企
业， 是否给予合理的信贷支

持。 五是对经营暂时遇到困
难，但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
有效益的其他企业，能否支持
其合理信贷需求，避免“一刀
切”抽贷、断贷。

此外，债权人委员会相关
工作要求落实情况也是此次
专项检查重点。 检查内容包括
金融债务重组期间，债权银行
机构是否能够按债委会部署
一致行动， 做到稳定预期、稳
定信贷、稳定支持，不随意抽
贷、断贷。 以及债权银行机构
是否通过必要的、风险可控的
收回再贷、 调整贷款利息、展
期续贷、 市场化债转股等方
式，最大限度的帮助困难企业
实现解困。

9 月以来， 已有多个高规
格会议密集释放信号，提出要
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
企业、 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力
度。9月 4日国常会强调，引导
金融机构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将资金更多用于普惠金融，加
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
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9 月 5 日
金融委会议再度明确要引导
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
企业中长期融资。 20 日，国家
发改委、银保监会联合印发了
《关于深入开展“信易贷”支持
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通知》，加
大对守信主体的融资支持力
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 /新华社

70年住房变迁：从“蜗居”到“宜居”

民政部要求:
到2022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率达100%

银保监会部署专项检查 严防盲目抽贷断贷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的住房条件不断改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56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 5.7
平方米。 1978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有了微增，达到 6.7 平方米。 不过当时自有住房的比例很低。 1984 年，城镇居民居住公房的户比重为
88.2%，居住自有房的户比重仅为 9.4%。 到了 201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 39 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