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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当住宅空
间实现“立体生长”，居住品质将迎来怎
样的变化？

“更大的窗户”“更高的天花板”“更
开阔的空间”……层高的增加，对于住
宅舒适性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应人民群众
高品质居住需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
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
子”。

提高住宅层高，正是通过“立标准”
推进“好房子”建设的重要体现。随着

《好房子建设指南》的编制推进和《住宅
项目规范》的修订升级，我国住宅建设
标准正经历重大变革。其中，将住宅层
高标准提升至不低于3米，为提升住宅
品质按下了“空间革命”的启动键。

2011年版《住宅设计规范》明确“住
宅层高宜为2.80米”“卧室、起居室（厅）
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2.40米”。然而，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两项标准已无法
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新
期待。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和营养状况
的提升，中国人平均身高增长，对层高
的要求相应提高；另一方面，采光、通风

等住宅性能指标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
也有赖于层高的增加。

层高的增加，看似简单的数字变
化，实则关乎人民群众的居住获得感、
幸福感。

层高的增加，不仅为扩大窗户面
积，改善室内通风和采光、降低潮湿和
霉变风险提供了可能，还为增加楼板构
件厚度、加装隔声板提供空间，可以有
效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隔音问题。

层高的增加，可以支持多种装修
风格和空间布局，如设计夹层、阁楼或
开放式空间等，满足不同家庭的个性
化需求，同时为中央空调、管道式新
风、地暖等建筑设备的安装提供了更
大空间，破解了传统住宅设备安装的

“空间焦虑”。
此外，层高的增加，为全屋智能设

备预留了安装空间，为装配式装修、光
伏屋顶、模块化家居等新技术集成开辟
了应用场景，为未来便捷、舒适的生活
体验创造了条件。

面对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的命
题，新的层高标准同样提供了参考。在
老旧小区改造中，可以通过空间改造和
其他设计布局方法，增加房屋的采光量

和空气流通性，努力使房屋达到和“层高
3米”相近的居住体验。

标准水平决定房屋品质。随着我
国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人们期待住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

“好房子”。标准的迭代升级，正是对人
民群众改善居住条件新期待的积极回
应。

住宅层高标准的调整只是推动“好
房子”建设的一部分。当前，中央和地
方正在加紧构建支持住房品质提升的
制度和标准体系。《好房子建设指南》

《住宅项目规范》等全国性标准规范修
订出台后，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引
导地方进行相关标准修订，全面提高房
屋设计、材料、建造、设备以及无障碍、
适老化、智能化等标准。

“好房子”建设是房地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房地产行业来说，

“好房子”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好
房子”对功能、质量、体验等方面的更高
标准，要求房企尽快把新标准融入产品
设计，打造不同价位的优质住宅产品。
谁抓住了人民群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
新期待，谁就能在品质竞争时代把握先
机、赢得市场。

增加住宅层高将带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久摇不
中”，难圆“汽车梦”？近日印发的《提振
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推动汽车等消
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
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

据了解，2025年北京将面向无车家
庭定向增发 4 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
标。按照定向增发工作安排，5月26日
将随常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结果
一并公布积分排序入围的家庭名单。
此外，北京还于近日适当增加了亲属间
车辆转让范围。

对现有举措调整完善，对现行政策
优化升级。近来，有关部门因地制宜优
化汽车限购措施、探索逐步放宽或取消
限购政策等密集出台，全国多地就增加
号牌指标投放等展开有序探索，“久摇
不中”的无车家庭迎利好！

按年限阶梯式分配，有序调控指
标——

专家表示，分年限保障需求，就是
对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无车家庭，按

参与年限逐步提高购车指标分配比例。
例如，天津2024年定向投放3万个

无车家庭其他指标，按照申请时间顺序
配置；杭州放宽“久摇不中”类指标申请
条件，参加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摇号
累计达到 48 次及以上，且符合相关资
格条件的个人可以申请该类其他指标。

降低购车准入门槛，保障有效需
求——

上海去年年底发文，将非上海市户
籍人员参拍资格条件中有关“连续缴纳
社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要
求，由原连续缴纳满3年调整为连续缴
纳满1年；杭州推出取消区域指标申请
限制、取消指标竞价保留价等措施。

向新能源汽车倾斜，推动产业升
级——

北京2021年将新能源小客车配置
指标数量的 60%优先向“无车家庭”配
置，此后逐步提升至 80%；广州明确提
出，节能车增量指标以及新能源车增量
指标可直接申请获得。

从简单限购到推进购车指标精细
化差异化管理，“购车难”在动态校准中
迎来逐步破题。但增发购车指标、放宽
汽车限购，是否会加剧城市交通拥堵？

“要加深对汽车社会的理解认识，
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建议，进一
步完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便捷的
公共交通体系，应用智能化交通管理手
段，提高道路运行效率。

例如，杭州“城市大脑”的应用实现
对城市交通的实时监测和预警，有关部
门据此结合路口车流量优化绿灯配时，
减少车辆停车次数；北京优化调整公交
专用道通行管理，提升道路资源利用
率；成都在重点路段实施潮汐交通模
式，早高峰车辆运行速度由9.7公里/小
时提升至16.6公里/小时……

政策效果如何，还要靠实践检验。
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务实举措，让更多家
庭解锁有车生活。鼓励更多有温度的
探索，呼应民生所需，激发市场活力。

汽车摇号新变化！无车家庭迎利好

记者 3 月 21 日从水利部获悉，
2024年度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
近日完成。结果显示，全国水土流失面
积下降到260.19万平方公里，较2023年
减少2.57万平方公里，减幅0.98%。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监测结果
体现出我国水土流失状况稳步好转，持
续呈现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双下降”、水
蚀风蚀“双减少”良好态势。

从多个方面看，我国 2024 年水土
流失情况均有明显好转——

从水土流失类型上看，全国水力侵
蚀面积减少 2.04 万平方公里，减幅
1.90%，风力侵蚀面积减少 0.53 万平方
公里，减幅0.34%。

从大江大河流域看，长江、黄河、淮
河等我国主要江河流域贡献了2024年
全国水土流失总减少面积的73.19%、全
国水力侵蚀总减少面积的86.58%、全国
强烈及以上水力侵蚀总减少面积的
90.65%。

东北黑土区、西南石漠化地区、三

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3年减幅
分别为1.33%、1.72%、2.21%。丹江口库
区及其上游流域、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
源区减幅为2.30%、3.38%。以风力侵蚀
为主的三北地区减幅为0.73%。

此外，水利部把抓好抓实人为水土
流失监管作为重中之重。2024年全国
人为水土流失发生率和侵蚀强度持续
下降，人为扰动地块水土流失发生率降
至 46.65%，较 2019 年下降了 31 个百分
点。 据新华社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通过系列补
水举措，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 3
月21日全线通水，京杭大运河自2022
年以来已连续第4年实现全线水流贯
通。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
京杭大运河补水计划持续至6月底，
以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作为主
要贯通线路，北起北京市东便门，经
通惠河、北运河至天津市三岔河口，
南起山东省聊城市穿黄工程出口闸，
经小运河、卫运河、南运河至天津市
三岔河口，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四省市，流经8个地级行政区、31个
县级行政区。 据新华社

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3月21日
晚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至此，
航天员蔡旭哲的太空出舱次数累计
达到5次，成为目前我国在舱外执行
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蔡旭哲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2022年6月5日，他和航天员陈冬、刘
洋搭乘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进入太
空，开启个人首次飞天之旅。

当年的11月17日，随着核心舱与
问天舱、梦天舱舱间连接装置安装完
成，神十四乘组密切协同，搭建起一
座三舱间舱外行走的“天桥”，蔡旭哲
通过“天桥”实现了首次跨舱段舱外
行走。这是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
装完成后的首次航天员出舱活动，也
是蔡旭哲第二次执行出舱活动任务。

2024 年 10 月 30 日凌晨，蔡旭哲
返回地球22个月后，又作为神十九乘
组指令长，带领两名“90”后航天员宋
令东、王浩泽飞赴苍穹。

2024 年 12 月 17 日，神十九乘组
通过9个小时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
第一次出舱活动，成为单次出舱活动
时间最长的中国航天员乘组。

截至目前，神十九乘组已圆满完
成三次出舱活动，承担的各项空间科
学实（试）验任务正在稳步推进。蔡
旭哲的太空出舱次数也累计达到 5
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舱外执行任务
次数新纪录。

自 2008 年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
刚首次代表中国人漫步太空以来，已
有18名中国航天员成功出舱。其中，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4次出舱创下
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之最，王亚平
是我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
员，宋令东成为我国首名太空出舱的

“90后”航天员……一个个新纪录，闪
耀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30 多年来的
非凡征程上。 据新华社

2024年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2.57万平方公里

新纪录！
蔡旭哲成为
太空出舱次数最多的
中国航天员

京杭大运河连续4年
实现全线水流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