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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杭州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

规划师吴伟进说：“如果

连每天进门出门都要

变得提心吊胆的话，那

体验是很糟糕的。”

他认为，最重要的

是，应该从源头上杜绝“问

题外立面”的隐患。

以居民住宅为例，外立面尽

量使用外墙涂料等材质，减少或

者避免使用面砖。还可以通过

技术创新，研发出更多安全环保

的新型外立面材料，现在很多使

用外墙涂料的外立面，整体效果

看起来也很美观大方。

另外，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

使用安全责任人，承担房屋使用

安全责任。所以，对于外立面安

全这件事情，业主自身也一定要

“多上心”。

“就像很多写字楼会定期清

洗外立面一样，住宅楼的外立面

也要做到定期维保，业主可以委

托小区的物业公司寻找专业机

构来进行相应的检测工作。”吴

伟进说，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新

的检测手段，比如，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来为小区的房屋外立面

进行安全检测。

“可以通过‘机器人’，快速

测定外立面哪些地方存在开裂

或者空鼓等安全隐患，并出具目

标建筑物的‘体检报告’，如果报

告有问题，就可以及时进行有针

对性的修复工作。”吴伟进表示，

除了外立面，像外置的空调架、

防盗窗等有可能引发高空坠物

的隐患都要定期检查，才能还大

家一份安心。

吴伟进说，在正常情况下，

遇到“问题外立面”需要维修的

情况，一般都是使用物业维修基

金来解决费用方面的问题，如果

资金可以覆盖所需支付的维修

费用，推进就会比较顺利。

“不过，也有一些老旧小区，

物业维修基金不足以支付外立

面所需的维修费用，我认为政府

可以适当给予一些补助，帮助大

家解决外立面所遇到的安全隐

患问题。”吴伟进说。

吴伟进代表认为

：

依托技术从源头杜绝

各方出力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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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在杭州一个小区内，一块位于 9 楼某户窗外的空调放置台抹

灰层，因为年久失修脱落，正好砸中了楼下干洗店老板娘周大姐的肩膀，造成她

左肩胛骨、肱骨、胸骨等多处骨折。

看到钱报对这件事的持续报道，省政协委员、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虞晓芬

教授的心也被牵动着。她说：“建筑外立面安全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社

会问题，它像悬在城市上空的‘痛’，需要引起各方关注。”

于是，钱报联动省政协委员虞晓芬进行调研，并形成提案。在今年的省两

会上，虞晓芬委员专门递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物外立面安全防范管理的

建议》的提案。她希望，这样的“飞来横祸”应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她想为大家的

“头顶安全”发声。

曾持续关注、报道建筑物问题外立面

钱报联动省政协委员虞晓芬调研并形成提案，为“头顶安全”发声

破除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要有心有规矩有技术

此前，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在全城发

起了“问题外立面”线索征集。很快，有不

少读者朋友就在“小时新闻记者帮”和“社

区那些事”版块留言，反映自家小区存在

类似情况。

萧山区北干街道东信莱茵小区业主

反映：最近三四年，外立面不时会有灰色岩

石块从高层掉下，还砸到过停在楼下的车，

已经不止一两次了，“都想顶锅盖出门了”。

位于西湖边的景云村小区，外立面墙

砖时常掉落，有大伯在自家院子里浇花都

会戴着“安全帽”。

位于体育场路的景湖苑，建成近20年

的房子，小区外墙水泥脱落严重，“几乎每

户人家都有裂缝，还发生过外墙脱落，幸

亏没砸到人”。

⋯⋯

一时之间，钱报收到了很多类似信

息。在媒体的关注下，有些小区的外立面

脱落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或者拿出了维

修方案，正在执行。但还是有很多小区因

为种种因素，居民继续为此困扰，比如：

位于临平崇贤的锦昌年华小区，棕色

外墙出现大面积脱落，肉眼可见外墙上还

有多处明显的空鼓，“30 幢外墙上画着多

个黑叉，表示这些外墙需要维修。”对此，

物业表示，所有楼幢外墙维修费用高达几

千万元，远超小区维修基金，目前只对存

在隐患的外墙进行修复。

住在万泰·风华新语的刘女士说：

“别的小区都有进展，为什么我们小区迟

迟没有动静？冬天的风呼呼地吹，这墙

上的砖，眼看着越掉越厉害。”业主们一

直在四处求助，收到的答复始终如一：政

府会协调处理的。“只是这样的承诺仿佛

一张空头支票，究竟何时能真正兑现呢？”

小区的物管方南都物业王经理说：

“我们多次联系开发商万泰控股集团，但

对方完全置之不理。”

看来，“问题外立面”在杭州很多小区都

存在，有的因为老小区产权不够明晰，有的

因为开发商烂尾，有的因为维修费远超小区

维修基金⋯⋯很多居民在自己生活的小区

里不得不每天忍受这份“提心吊胆”。

“建筑外立面安全

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省政

协委员、浙江工业大

学 副 校 长 虞 晓 芬 表

示，她发现建筑外立面

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

建筑外墙砖脱落、石材幕

墙脱落、外墙挂装室外空调机坠

落、玻璃幕墙爆裂掉落。

“比如，一些较早的建筑，贴

外墙砖是最常用的装饰材料，目

前大量外墙砖已过质保期，外墙

砖零星或大面积脱落现象时有

发生，给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

巨大隐患。”

虞晓芬委员也分析了其中

存在安全隐患的主要原因。“我

认为主要是受环境、用材及施工

管理等因素综合影响，不可避免

存在安全问题；缺乏常态化巡检

机制和高效监测设备；还有质保

期后的责任与维修费用分担机

制不明确。”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质保

期后的责任与维修费用分担机

制不明确，的确棘手。

“建筑外立面属于公共部

位，存在共担责任问题。根据建

设主管部门的相关条例，对普通

装修工程，是两年的质保期。对

防水防渗漏要求高一点的，质保

期是五年。而消保法对防水防

渗漏的要求是 8 年。事发时，不

少小区都超过了十年，远远超过

了质保期，开发商以此为由回避

责任，物业没有专项资金，动用

维修资金则需要复杂的流程和

较长的时间，造成维修进程缓

慢，影响居民生活安全和质量。”

为此，在这次省两会上虞晓

芬委员专门带了一份《关于进一

步加强建筑物外立面安全防范

管理的建议》的提案。

她呼吁，浙江应尽快出台

《建筑外立面管理规定》，加快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

“《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条例》虽然对房屋使用安全做

了规范，但对防止外立面管理风

险的相关细则还不够明晰。建

议可学习借鉴厦门市、青岛市、

济南市等已立法通过《建筑外立

面管理办法》的做法，系统规范

建筑外立面设计、装饰装修、改

造、维护等活动及其相关监督管

理，明确责任主体、监管主体及

相应的责任。”

同时她也建议，可建立社区

治理公益基金，探索“先修理、后

索责”机制。

“建议依托现有基层治理体

系，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探

索成立社区治理公益基金，并以

此为基础，研究‘先修理、后索

责’机制的可行性，先解决居民

主要诉求，后依照相关程序启动

责任追溯。”虞晓芬委员说。

虞晓芬委员呼吁

：

加强安全管理

出台建筑外立面管理规定
不少高楼过了质保期，外立面问题亟待解决

钱江晚报征集线索

小区外立面脱落小区外立面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