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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建设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老旧小区改造对于

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依据《北京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

评管理办法》《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2019 版）》《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标准化管理图集 （生活区设置和管理分册）》 等相关要求，结合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的实际，

特编制《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图集（2022 版）》（以下简称《图集》）。

本《图集》主要内容包括：1.前期准备；2.安全管理；3.绿色施工；4.安全防护；5.拆除作业；

6.临电、机械；7.加装电梯；8.消防保卫；9.卫生防疫。

本《图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一、《图集》 编写原则

1.在满足国家、行业及北京市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同时，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特点，

在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实施过程中达到安全实用，并便于维护、周转、工具化。

2.以图例形式体现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标准化分级管理，作为日常管理、检查考评的主要

依据和工程项目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标准。

3.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规范施工，保障居民正常生活。

二、《图集》使用规定

1.本《图集》中所选用防护设施的材料必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2.本《图集》中设施设备、构件等示意图所标示的尺寸为参考尺寸。

3.本《图集》作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标准化建设、考评、验收的主要依据。

三、创建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依据《北京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管理办法》《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

集（2019 版）》《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 （生活区设置和管理分册）》 等相关

标准，鼓励创建“北京市绿色安全工地”、“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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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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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分类 标准内容 参考图

1 成立机构

1. 按照相关要求，建设单位牵头组织各参建单位向

工程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社区

报到，并与工程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

府）和社区成立联合工作组。

2.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参建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

建立项目党支部或临时党支部，与所在社区党支

部积极沟通，协调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成立联合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