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责编/董富勇 高凯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

特别报道 2021年12月1日 星期三

“‘甬砼码’的应用，改变了
企业的传统生产模式，尤其是电
子合格证的使用，打击了‘非法
搅拌站’，企业市场行为日趋规
范。”宁波市预拌混凝土协会副
会长、今新集团董事长成瑞宝
说。

成瑞宝介绍道，“甬砼码”应
用，要求企业实时填报、采集原
材料进场、检验等信息，比对生
产数据，这样能有效杜绝不合格
原材料的使用及“未检先用”等

现象的发生。
其次，推行“甬砼码”需实时

采集生产数据，要求随车携带出
厂合格证，比对生产配合比和设
计配合比一致性，核对原材料检
验批次及预拌混凝土出厂检验
频次，强化了企业的质量管控。

此外，“甬砼码”应用实行检
测数据互联互通，杜绝弄虚作假
行为，有利于预拌混凝土生产企
业与使用单位对产品质量标准
的责任界定。

“甬砼码”改变企业传统生产模式
强化企业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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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建材管理再上新台阶助力建材管理再上新台阶
宁波在全省率先推出宁波在全省率先推出““甬砼码甬砼码””应用应用
让行业顽疾找到了让行业顽疾找到了““破解药方破解药方””

11 月 30 日下午，“实施建
筑领域‘数字化改革’助推建
材管理跃上新台阶”——2021
年第四期“宁波城市建设”主题
沙龙召开。本次沙龙由宁波市
城科会、宁波市住建局和宁波
晚报联合主办。

沙龙聚焦我市建材领域的
数字化改革。我市在全省率先
启用了预拌混凝土“甬砼码”应
用，为全市的建筑质量安全保
驾护航。

宁波市城科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史济权表示，建筑材
料管理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传统的管理方式与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已不相适
应，通过数字化改革，使建材产
品链信息公开透明，产品全过
程可追溯，推动建材管理向信
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迈进。

什么是“甬砼码”？
我市为何要推出
“甬砼码”应用？

宁波市建材管理中心四级调研
员荀启红说，“甬砼码”应用场景是以
打造市级预拌混凝土产业互联网平
台为核心场景，以预拌混凝土生产企
业“工厂端”全面启用电子合格证作
为认定混凝土“出生证”的唯一依据，
实现生产、销售、运输、使用等全过程
闭环管理，实现产品的全过程追溯。

2021年10月，宁波市建筑材料
管理服务中心在全市预拌混凝土行
业全面应用电子合格证——“甬砼
码”。

“从推广情况看，‘甬砼码’的应
用，一是使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治理；
其次，企业质量意识明显提升；三是
通过‘甬砼码’应用，可实时掌握全市
原材料库存和项目工地混凝土需求，
为管理部门的正确决策提供依据。”
荀启红表示。

专家：

“甬砼码”保障
结构混凝土质量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学系教授钱晓倩表示：“我们平时所说
的混凝土质量，通常是指结构混凝土
实体质量，核心指标是混凝土强度，其
次是裂缝、孔洞、蜂窝麻面和露筋等缺
陷，而耐久性指标很难现场判别。”

“甬砼码”旨在强化过程管理，除
实现各要素数字化过程管理外，还明
确了根据标准实施出厂检验和交货检
验，根据规范进行工程质量验收检验
和实体检验，职责明确，这对于防止运
输过程和现场加水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结构混凝土质量保证的基础。

钱晓倩建议，“甬砼码”向上延伸
到对部分重点原材料的质量监控是非
常必要的，但同样要强化过程管理和
监控。

新闻延伸

相关地方建筑材料
将全面纳入
“甬砼码”应用场景

今年以来，市建材管理中心探索
推动地方建筑材料行业“数字工厂”建
设，探索运用视觉检测、工业 AR/
VR、物流追踪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新
生产方式，以数字驱动生产流程再
造, 率先在全国、全省搭建城市级建
筑产业互联网运输、使用智能化平台，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期间，宁波地方建材数
字化改革目标，是统筹运用数字化手
段、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思维，推动预
拌制品、预制部品（件）监管制度重塑
和流程再造，实现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从源头上精准管理，推动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进一步好转。

为加快推进和预拌制品、预制部
品（件）等关联的地方建筑材料全面纳
入“甬砼码”应用场景，我市计划2021
年12月底前，启动建设用砂在线监管
试点，基本完成全市所有预拌混凝土
企业“工厂端”电子合格证签发和建设
工地“工地端”签收100%；2022年6月
底前，实现全市所有建设用砂（石）企
业全覆盖，并启动预制管桩、预制管片
等装配式建造企业开展试点应用；
2023年底前，实现除水泥外的预拌制
品、预制部品（件）主要材料全部纳入
数字化监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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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建材管理中心主任
李建刚介绍说，推行“甬砼码”应
用后，通过我市地方建筑材料全
过程在线监管平台，逐步实现建
筑材料全过程数据共享、信息互
联，能追溯每批次材料，对加强
建筑材料生产、运输、销售、使用
管理等提供了技术支持。

李建刚表示，监管上最大的
不同是由线下转为线上与线下
同步进行，由被动转为主动。“以
前我们不能实时掌握某个项目
是否进行了混凝土浇筑，浇筑时
间、部位、方量及强度等级等信
息无法第一时间获取。现在，我
们可随时查看任何一个项目、任
何一个部位的混凝土浇筑信息，

能主动对项目进行监管，进一步
落实工地现场三方交验，确保混
凝土工程质量。”

“监管平台”的应用，使得监
管效率显著提高。“我们将所有
混凝土公司都纳入监管，每辆混
凝土车都安装了实时定位系统，
保障混凝土在初凝前到达现场，
从源头把控品质和产量。”

通过监管平台的大数据，能
第一时间了解每个项目建设进
展，还能获悉夜间施工等违章作
业情况，确保文明施工。此外，
运用大数据分析，可以对企业异
常行为进行智能化分级预警，引
领企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
升企业管理水平。

我市在“甬砼码”的应用推
进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宁波市建设数据与档案管
理中心副主任商海峰说，宏观上
看，“甬砼码”的推行，杜绝了代
生产、代开合格证、现场搅拌等
违规现象，打击非法搅拌站成效
显著，困扰多年的非法搅拌站顽
疾迎刃而解。

从微观上看，细化到每一
盘搅拌的工控生产数据、每一
次检测的原始记录、每一辆车
的运行轨迹等全过程、全链条
的数据采集，为精细化管控提
供了新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模
式。“每辆车运载了多少混凝
土、从哪批原材料生产而成、最

终用到了哪个工地哪个部位，
和工程设计要求是否一致等疑
问，均交由大数据分析处理，原
先需要监管部门现场翻阅台
账、比对资料事后抽查监管，变
成了实时分析、及时预警的事
中监管，有效缓解了监管部门
力量配备和监管要求日益增加
的矛盾，将问题发现在萌芽，处
置在当下。”商海峰说。

“‘甬砼码’的推广应用，使
得行业顽疾在大数据监管模式
下找到了‘破解的药方’，为市住
建局数改工作的全面深化起到
了示范引领作用，并为全省住建
领域数改提供了宁波经验。”商
海峰说。

与会嘉宾走访今新集团与会嘉宾走访今新集团。。

企业安排专人负责“甬砼码”监管平台。

“甬砼码”让行业顽疾
在大数据监管模式下找到了“破解药方”

“甬砼码”的应用
让监管由线下转为线上，由被动转为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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