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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装饰类

公共建筑装饰类

[设计]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复查要点



前

言

专家们、同仁们、老朋友、新朋友：

大家好！

       装饰奖是装饰行业的金字招牌。我2011年加

入复查工作，感慨良多。装饰奖不断发展、创新，

历任师傅、各位组长、协会领导是我的良师益友，

今天班门弄斧，恳请指正！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

今年又有新发展

内容更加丰富

专业划分更加科学合理

公共建筑装饰类

公共建筑装饰类[设计]

公共建筑装饰类[城市更新]

建筑幕墙类

景观类

建筑幕墙类[门窗]

展陈类

灯光演视类

住宅类

建筑幕墙类[设计]

可简单地  

 理解为：

 公共建筑  

 的内装；

 公共建筑

的外装

（广义）

归入幕墙、

城市更新、

景观等等；

私人家庭  

 的内装，

归入住宅

类。



申报

门槛

  ▇ 申报企业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

  ▇ 必须取得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 工程合同金额或结算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不含

     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且面积不低于2000㎡

  ▇ 竣工时间范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 必须通过竣工验收 并使 用 一年 以 上

  ▇ 申报的项目须为申报单位自行设计或自行施工的项目且过

程资料以申报单位的名义编写组卷

  ▇ 必须能进行现场复查

  ▇ 近三年来已申报过“装饰奖”而未评上的工程不得申报

  ▇ 近两年出现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单位的工程不得申报

  ▇ 近两年出现过拖欠分包款和劳务费的工程不得申报

  ▇ 涉密工程不得申报

  ▇ 公共建筑装饰类[设计]未申报公共建筑装饰类的工程项目不得单独申

报（对施工图的深化设计不可申报）



专家

功课

吃透中装协文件

备齐检测工具和记录工具

  复查过程应保留影像资料, 按对应

 目录（墙、顶、地....）存入“数据

 包”, 形成复查档案



企业

准备

  ▇  PPT汇报文件

     重点突出、简单明了、时间紧凑、宜短不宜长

  ▇  梯子、螺丝刀等

     用于配合专家进行吊顶内及插座检查

  ▇  先期协调，做到：协调充分、路程合理、甲方配合、检查顺

畅不受阻

  ▇  资料员准备充分

      熟悉项目，能够 起到 协 助专 家 查找 资 料的 作 用



小组预备会

 （专家彼此熟
悉、成员合理
分工、宣讲注
意事项）

首次会议

（参会人员介
绍、听取PPT
汇报、征询业
主意见、印证
关键信息）

现场实
体复查

资料
复查

末次会议

点评小结、
填写“复
查 备忘录”

小组总结

  整改闭环、
形成排名、

“数据包”
汇总

上
报
协
会

小组
预备会

首次会议 末次会议
（点评）

小组
总结会

复查

针对每个复查项目

复
查
流
程

开好
四个
会

（针对
复查小
组）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

下面，我们来跟随复查流程，模拟

体验一遍装饰奖复查的全过程......

     假设，首次会议已经结束，我们进

入工程现场开始实体复查……



实
体
复
查
两
方
面

2

1 装饰效果及观感质量

安全及强条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 实体复查之
装饰效果及观感质量



实体复查之

装饰效果

及观感质量

▇  板面平整度、线条顺直度、施工精细度

 ▇  顶面、地面综合排版、整体规划、先期策划、美观规律

 ▇  “末端”科学定位，间距合规，居中对称，规整有序

 ▇  墙、顶、地装饰板块分割合理，排版匀称，整齐划一，通缝交

圈，符合一 般性审美原则

 ▇  无明显色差、无空鼓、无泛碱、无开裂

 ▇  无渗漏、无霉变、无起皮、无脱胶

 ▇  材料接口美观，构造节点合理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 实体复查之

安全及强条



实体复查之

安全及强条

综合篇

护栏篇

玻璃篇

干挂篇

共有10个问题

共有11个问题

共有5个问题

共有7个问题

分四个篇目讲解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

结构改动

       大型吊灯、吊挂物

       重型活动隔断

       变形缝（伸缩缝、沉降缝和抗震缝）

       开关插座

       天花吊顶

       台下盆       

       消防栓箱

       单级踏步

       转换层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改动结构主体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50210-2018 规定：

       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涉及主体和

承重结构变动时，必须在施工前委托原结构

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

出设计方案，或由检测鉴定单位对建筑结构

的安全性进行鉴定。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大型吊灯、吊挂物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

GB50617-2010  4.1.15  规定：

       质量大于10Kg的灯具，其固定装置应按

5倍灯具重量的恒定均布荷载全数作强度试验，

历时15min，固定装置的部件应无明显变形；

       注：大型照明灯具承载试验施工单位应

提供影像资料，试验记录须监理单位确定。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重型活动隔断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2018 6.1.12 规定：

必须牢固，必须安装防脱落装置。(重型

推拉隔断需要经结构确认)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变形缝（伸缩缝、沉降缝和抗震缝）

       变形缝设置应符合规范，不应穿过用水

的房间和严禁有漏水的房间；

变形缝应能消化吸收变形，在发生变形

或者位移时不受阻，有足够的变形余地；

       变形缝装饰材料防火不低于B1级。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开关插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2018年版）规定：

10.2.4   开关、插座和照明灯靠近可燃物

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措施。

墙纸、壁布、木饰面、硬包、软包等墙

面插座，要进行防火措施。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开关插座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2015   20.1.3规定：

       单相三孔、三相四孔及三相五孔插座的

保护接地导体(PE) 应接在上孔；插座的保护

接地导体端子不得与中性导体端子连接；同

一场所的三相插座，其接线的相序应一致。

保护接地导体 (PE) 在插座之间不得串联连接。

       线色正确。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天花吊顶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2018年版）规定：

       10.2.3  配电线路不得穿越通风管道内腔或直
接敷设在通风管道外壁上，穿金属导管保护的配电
线路可紧贴通风管道外壁敷设。

       配电线路敷设在有可燃物的闷顶、吊顶内时，
应采取穿金属导管、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等防火保
护措施。

        金属软管不得超长。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消防栓箱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12.3.9 室内消火栓及消防软管
卷盘或轻便水龙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室内消火栓及消防软管卷盘和轻便水龙
应设置明显的永久性固定标志，当室内消火
栓因美观要求需要隐蔽安装时，应有明显的
标志，并应便于开启使用。

消火栓栓口出水方向宜向下或与设置消
火栓的墙面成90°角，栓口不应安装在门轴侧。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消防栓箱

       室内消火栓箱的安装应平正、牢固，安

装的消火栓不应破坏隔墙的耐火性能。

 

       消火栓箱门的开启不应小于120°。

       消火栓箱门上应用红色字体注明“消火

栓”字样。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单级踏步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

2019   6.7.1 台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室内台阶踏步数不宜少于2级，当高差不

足2级时，宜按坡道设置。

台阶总高度超过0.7m时，应在临空面采

取防护措施。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转换层

     《公共建筑吊顶工程技术规程》JGJ 345-2014

       4.1.7  吊杆、反支撑及钢结构转换层与主体钢
结构的连接方式必须经主体钢结构设计单位审核核
准后方可实施。

       4.1.8 重型设备和有振动荷载的设备严禁安装
在吊顶工程的龙骨上。

       钢材复试报告、结构确认节点图、专项施工方
案、隐蔽验收（影像资料）、技术交底、结构验收
资料等。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综合篇

▇  台下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2002 规定：

       7.2.6    卫生器具的支、托架必须防腐良好，
安装平整、牢固，与器具接触紧密、平稳。

台下盆支撑必须有加固措施。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

高度起算点

        侧面临空防护

        垂直杆件间距

        楼梯井防护

        水平段

        中庭、回廊

        护栏下口留空问题       

        楼梯扶手高度

        窗边防护

        玻璃护栏

        体育场、剧场护栏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242-2002；

《建筑防护栏杆技术标准》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用玻璃与金属护栏》

《2009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

《中小学设计规范》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住宅设计规范》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以上规范均对护栏作法提出了要求，较为繁杂，现总结如下

（涉及住宅部分的由“住宅类”专家专门讲解）。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护栏高度起算点

3
室内楼梯

由踏步前缘线起算

2
有可踏面

由可踏面起算（高≤0.45m且宽≥0.22m）

1
无可踏面

由楼地面起算

4
凸窗窗台（宽窗台）

由台面起算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侧面临空防护

上述两种情形，侧面临空应设防护，净高≥1.05m

2 托幼建筑台阶总高超过0.3m

1 台阶总高超过0.7m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垂直杆件间距

2

1 住宅、宿舍、托幼、中小学、少儿专用场所，

防攀爬

垂直杆件净距≤0.11m

3 托幼建筑垂直杆件净距≤0.09m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楼梯井（针对托幼、中小学、儿童专用场所）

2

1 净宽＞0.11m时，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净宽＞0.2m时，必须采取防坠落措施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水平段”

2

1 水平段长度＞0.5m时，高度≥1.05m

中小学水平扶手（长度未明确），高度≥1.10m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室内回廊、内天井、中庭等开敞临空处护栏

2

1 交通、商业、旅馆、医院、学校等，高度≥1.2m

托幼，高度≥1.3m

3 其他建筑

临空高度＜24.0m时，护栏高度≥1.05m

      临空高度≥24.0m时，护栏高度≥1.10m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护栏下口留空问题

2

1

公共场所护栏离地面0.1m范围内
不宜留空

老人用阳台、平台距地面0.35m范围内
不宜留空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楼梯扶手高度

2

1 室内楼梯扶手高度≥0.9m

中小学楼梯扶手应加装防溜滑设施

3 托幼建筑应设幼儿扶手，高度宜为0.60m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临空外窗窗边防护（主要针对低窗台、宽窗台）

▶ 公共建筑：防护高度≥0.8m

中小学   ：防护高度≥0.9m

托幼建筑：防护高度≥0.9m

宿舍     ：防护高度≥0.9m

少儿专用场所：防护高度≥0.9m

▶ 凸窗窗台（宽窗台）高度＞0.45m，

防护高度从台面起算≥0.6m

▶ 凸窗窗台（宽窗台）高度≤0.45m，
防护高度从台面起算≥0.9m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体育场馆

▶ 不挡视线

▶ 室内看台栏杆高度≥0.9m

▶ 楼座栏杆下部实体高度≥0.4m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剧场

▶ 不挡视线

▶ 应在高处设护栏，高度≥1.05m

座席高差＞0.5m；

     侧面紧邻有高差的纵向走道；

▶ 楼座前排栏杆高度≤0.85m，

   下部实体高度≥0.45m

（      ）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关于玻璃护栏

▶  有立柱和扶手，玻璃作为嵌板使用 

      应使用夹层玻璃，并对应玻璃厚度满足其 

      最大许用面积（详见《建筑玻璃应用技术

规程》JGJ 113-2015 表7.1.1-1）；
 

▶ 直接承受人体荷载的玻璃护栏

      ◆栏板最低点临空高度≤5m时可用，厚度

≥16.76mm的钢化夹层玻璃；

      ◆栏板最低点临空高度＞5m，不得采用此

类护栏。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护栏篇

▇  注意

▶ 碰撞后，可能发生人体或者玻璃坠落的，

    应设可靠护栏；

 

▶ 玻璃幕墙外缘无实体墙面，应设防撞设施。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玻璃

边角处理

        许用面积

        厚度及特征要求、部位、场所、有框、

无框、钢化、夹层

        玻璃护栏（详见护栏篇）

       

        吊顶玻璃（暂无依据）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玻璃篇

▇  安全玻璃

▶ 暴露边不得存在锋利的边缘和尖锐的角部

▶ 符合表7.1.1-1的最大许用面积

▶ 无框玻璃门（活动和固定）
   厚度≥12mm的钢化玻璃

▶ 公共场所室内玻璃隔断

    有框：至少≥5mm钢化或者≥6.38mm夹层 

    无框：至少≥10mm钢化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玻璃篇

▇  浴室玻璃

▶ 有框：至少≥8mm钢化；

▶ 无框：至少≥12mm钢化。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玻璃篇

▇  饰面玻璃

▶ 饰面玻璃最高点≥3m，应使用夹层玻璃。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玻璃篇

▇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其附近区域不能采

用玻璃、镜面等反光材料，以防误判

▶ 普通镜面及玻璃不耐高温，易炸裂，热烟气

一般悬浮于室内上空，故顶棚限制使用。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玻璃篇

▇  玻璃及镜面吊顶施工

▶ 目前暂无可靠依据，脱落风险较大，不建议使用。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干挂

超过12m执行幕墙标准

        禁用T型挂件、挑件

        禁单纯胶粘连接

        禁大面积倒挂石材吊顶

        过顶石节点必须正确

        不得使用云石胶粘接

        后置埋件、背栓拉拔试验（设计值、

试验值、满足设计要求）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干挂篇

▇  石材（瓷砖）干挂

▶ 室内干挂墙面高度超过12m执行幕墙标准

▶ 禁止T型挂件和挑件

▶ 面板与挂件禁止单纯胶粘连接



实体复查

安全及强条

之干挂篇

▇  石材（瓷砖）干挂

▶ 严禁大面积使用倒挂石材吊顶，过顶石节

点必须正确，不能按普通干挂工艺施工

▶ 后置埋件、石材背栓应做拉拔试验

▶ 不得使用云石胶，可使用石材干挂胶



凡有脱落伤

人风险的

装饰部件

均应进行可靠的

机械固定

玻璃（镜面）吊顶

石材（瓷砖）干挂

台下盆支撑



相当于仅靠

胶粘

挂件与石材之间没有任何物理搭接的部分。加厚

条与石材板块之间的单纯化学连接仅靠胶粘固定



相当于仅靠

胶粘

台下盆支撑不正确



总结一下

实体复查

装饰效果及观感质量

安全及强条护栏篇

安全及强条干挂篇

安全及强条综合篇

安全及强条玻璃篇

共10个问题

共11个问题

共5个问题

共7个问题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

实体复查结束，让我们返

回会议室，去看看资料和图纸

......



资料

复查

按规范要求装订、折叠、组卷

        行政手续正确、齐全

        签字、盖章齐全、身份正确

        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 -2014（2019版）

      



资料复查

之重要文件

▇  企业及人员证照、资质、许可

▇  中装协文件、会员证、信用等级证

▇  经济法律文件：合同、结算书

▇  行政法律文件：消防验收或备案、环境检测、竣工验

收、施工许可

▇  结构安全文件

▶ 结构改动增加荷载时的安全证明文件 

 ▶ 12米以上干挂的计算书

 ▶ 拉拔试验报告、过载试验报告 

 ▶ 钢结构转换层与原钢结构、网架、屋架连

接的结构证明文件

 ▶ 重型推拉隔断的结构安全证明文件  



资料复查

之施工资料

▇  管理资料    ▶ 施工日志等

▇  技术资料    ▶ 施工组织设计、技术交底等

▇  试验资料    ▶ 拉拔试验、过载试验、蓄水试验

（支持文件：报告、影像）

▇  记录资料    ▶ 隐蔽验收等

（支持文件：节点、影像） 

▇  物资资料    ▶ 环保要求、材料性能、防

火要求

（支持文件：合格证、检测报告、复

试报告）

▇  其他资料    ▶ ......

实

体

竣工图

实 体 、 资

料 、 图 纸

对 照检 查，

互 相印 证。

对 于 相 同

部 位 ， 相

同 材 料 ，

相 同工 艺，

实 体 、 资

料 、 图 纸

三 者 应 贯

通一致，  

确 保真 实、

有 效 、 安

全。



施

工

资

料

▇  管理资料  

   ▶ 施工日志等

  ▇  技术资料  

   ▶ 施工组织设计、技术交底等

  ▇  试验资料    

   ▶ 拉拔试验、过载试验、蓄水试验

     （支持文件：报告、影像）

  ▇  记录资料     

   ▶ 隐蔽验收等

（支持文件：节点、影像） 

  ▇  物资资料     

   ▶ 环保要求、材料性能、防火 

       要求（支持文件：合格证、检 

       测报告、复试报告）

  ▇  其他资料     

   ▶ ......

工

程

实

体

▇  装饰效果及观感质量  

   

  ▇  安全之综合 

      ▶ 共10个问题

  ▇  安全之护栏    

      ▶  共11个问题

  ▇  安全之玻璃     

      ▶  共5个问题 

  ▇  安全之干挂     

      ▶  共7个问题

  ▇  其他注意事项     

      ▶ ......

实体、资料、

图纸对照检

查，互相印

证。对于相

同部位，相

同材料，相

同工艺，实

体、资料、

图纸三者应

贯通一致，

确保真实、

有效、安全。

竣工图



竣工图

▇  竣工图是工程竣工后，真实反映工程施工结果

的图样。工程无变更或变更不大的，可以在原  

   有施工图上加盖竣工图章，将变更内容直接改

绘在原施工图上，形成竣工图。工程变更较大

的，可另外绘制，加盖原设计单位图章和竣工

图章，形成竣工图。

 折叠装订应合规，签章应合规；

图纸深度达标，设计说明合规。

符合《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标准》T/CBDA 47-2021



综合评定

公共建筑

装饰类

中装协政策文件要求

国家行政法律文件、经济文件

迎检印象

甲方评价

实体复查：观感、安全之综合、护栏、
玻璃、干挂

资料复查：管理、技术、记录、试验、
物资、其他

竣工图

实体、资料、

图纸对照检

查，互相印

证。对于相

同部位，相

同材料，相

同工艺，实

体、资料、

图纸三者应

贯通一致，

确保真实、

有效、安全。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

大家辛苦啦！

     实体奖复查至此已完毕。

     别急，该项目还同时申报了[设计]

奖，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设计]奖的复查

要点......



[设计]
申报注意事项

▇  设计单位必须是中装协会员，取得“信用等级证书”。

▇  工程实体是核心，未申报装饰奖的工程之[设计]不

得申报。

▇  申报[设计]所对应的工程实体必须时间合规、投入使

用合规、安全合规、消防合规、环保合规、法律合规、   

   政策合规，不合规实体的对应[设计]不得申报。

▇  [设计]申报的项目名称、项目范围、使用功能、设计

内容、必须与工程实体一致。

▇  应图审合格，提供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证明文件。

▇  特殊工程应提供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

▇  施工图、竣工图行政手续正确、签章齐全，符合《建

筑室内装饰装修制图标准》T/CBDA 47-2021。



[设计]
复查要点

▇  我国实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制度，施工图应

遵循此原则，依法报送图审，法律规定，施工

图未经审查合格的，不得使用（即为无效图

纸）。

▇  特殊工程（按消防规定的12项类别）应当申

请消防设计审查，审查意见必须为合格。



[设计]
复查要点



[设计]
申报注意事项

2

1 方案

施工图

3 方案+施工图

以合同为准，均可申报



[设计]
申报注意事项

▇  必要文件齐全

▇  PPT汇报简单明了

▇  对应实体复查的安全及强条

    对于[设计]同样适用



[设计]
申报注意事项

审 美

要 素

工 艺

要 素

经 济

要 素

[设计]

分区合理、流线科学、安全合规、符合一般性审美

原则，富有创意。工艺、节点合理，易于施工，体

现“四新”，图纸表达美观，符合规范，深度能够

充分指导施工。

图 纸

要 素

功 能

要 素

安 全

要 素



[设计]
申报注意事项

▇    方案图、施工图、竣工图、现

      场实体四者一体，其一致性，

      体现[设计]作品的完成度。



[设计]
复查要点

▇  使用功能诉求

 ▇  结构安全诉求

 ▇  艺术审美诉求

 ▇  施工工艺诉求

▇  经济指标诉求

平 衡

妥 协

统 一



综合评定

[设计]

中装协政策文件要求

国家行政法律文件、经济文件

迎检印象

甲方评价

前置条件：工程实体报奖

竣工图

现场实际感受

方案设计

 功能性、安全性、审美性、 
工艺性、经济性

施工图设计

出图章、图审章、认可章、
签字



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

好了，[设计]奖也查好了，进入

最后环节：

      末次会议......

      点评!



点评

▇  施工组织设计、技术交底、施工日志，这三样资料目前多流于

形式，缺少实际意义，亟待提高。

 ▇  施工组织设计应能起到事前策划，指导施工的作用，装饰工程

与土建工程有不同的特点，材料多、子目碎、工艺杂，施工组 

     织设计不能简单模仿土建施工组织设计的模式，应按装饰工程

自身特点去开发更合理的模板。推荐大家参考中装协团体标准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标准》 T/CBDA-2019

 ▇  装饰工程施工日志目前仍以土建为蓝本，但同时又五花八门，

各式各样，合格有用的施工日志极为罕见。建议中装协尽快制  

     定相关标准，以便大家依规行事。

   



点评

▇  由于装饰工程理论工艺与实施工艺相差较大，技术交底文件缺

少针对性、实操性，在行政管理流程上也错漏频出：交底人、

接底人、审核人，签字不全或身份不对，等等。同样建议中装

协能出台针对装饰工程特点的相关标准，提升行业水平，也便

于申报、复查工作有据可依。

▇  “评 奖”不是“评合格”，是超越“合格”之上的，好中选好，

优中选优，对于规范和技术的把握，理论上说，应就高不就低，

从紧不从松，对先进技术要大力推广，对淘汰技术要坚决抵制。

▇  关于经常遇到的“资料后补”和“事后整改”等，是专家感到

较为棘手的问题，内心也比较矛盾：哪些资料可以补？哪些资

料不该补？哪些资料后补就意味着“弄虚作假”？哪些情况可

以整改？哪些情况无法整改？哪些情况明明没有整改的现实可

能性，却还要号称“整改”？这些问题还得协会、专家、企业

再好好议一议。   



点评

▇  装饰奖复查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工作，要在短时间内完

成众多项目的复查，不出差错，既考验专家的技术能力和知识

储备，更考验对于复查工作的管理、协调、组织能力，组内团

结、互相包容、分工协作尤为重要。

 ▇  与企业交流时，不能轻率表态，不要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更

不要出口伤人。要态度谦和、友好沟通、互相尊重、平等讨论、

避免争执。

 ▇  复查时，应提高效率，掌握时间，点评简洁，灵活调序，合理

穿插，体谅企业，换位思考，双向支持。

   



点评

当然，最重要的仍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持原则、站稳立场。

让我们为装饰奖的发展，为装饰行业的提升多做贡献。

谢谢！

    



公共建筑装饰类

公共建筑装饰类

[设计]
汇报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