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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7 月 10 日上午，距离西安北三环不远的
长乐西苑社区里，一场原生态的乡村婚礼正
在这里热闹举行：小区北边的文化广场上搭
起的 5 座蓝色的大帐篷里，分别摆放着 10 张
大圆桌，烤全鸡、清蒸鱼、油焖大虾、时令蔬菜
荤素搭配，一样不少。大家吃着喝着聊着，个
个喜笑颜开。不远处，社区文艺社 30 多名秦

腔爱好者演唱的原汁原味的秦腔高亢激昂，
引人入胜⋯⋯

城中村改造后，城改居民原有的生存形
态被打破。生活方式的改变，语言和生活习
惯上的差异，再加上村民组织、宗社关系这
些传统的农村组织形式的解体，让城改居民

“很不适应”——“人在城市，心在农村”成
为许多城改居民的心理写照，长此以往，难
免会产生焦虑孤独等情绪障碍。

“城中村改造中，为缓解城改村民的焦虑
心理，我们刻意在社区保留场院、戏楼，方
便传统的婚丧嫁娶，适度延续民俗文化生活
方式。”杨广亭告诉记者，未央区在城改安置
房分配中专门制订了“家有老人的村民可以

把几套安置房集中选在同一单元同一楼层”
的特别条款。

未央区还广泛开展文艺文化活动进社
区活动，通过纳凉晚会、锣鼓大赛、民间
绝 活 展 示 、 市 民 大 舞 台 、 传 统 歌 曲 大 家
唱、百部经典电影社区巡演等方式，让城
改居民精神更充实的同时，还投资 100 余
万 元 ， 开 展 了 编 撰 村 史 、 电 视 系 列 专 题
片、城中村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 诸 多 工 作 ， 通 过 搜 集 编 纂 整 理 革 命 历
史、名人轶事、文物古迹、历史遗址等资
料，一方面将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
存下来，另一方面让城改村民获得“离土
不离根”的心理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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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调查

张 毅 何汪维

编者按 随着国家关中—天水经济

区发展规划的实施，位于古都西安北郊

的未央区被推到西部城市化进程的前

沿，曾经的农村演变为大量的“城中

村”。自2008年起，该区启动了“百村城

改计划”，截至今年5月，未央区累计完

成了100个行政村（137个自然村）的整

村转型，83个村“农转居”、61个村撤村

建社区，涉及村民近15万人。值得关注

的是，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村变城”在这

里进行得有序而平静，其背后几个关于

“人”的现实问题尤为引人关注：骤然间

获得大笔拆迁补偿款和数套乃至10多

套商品住宅的城改村民们，面对这笔财

富会不会坐吃山空？“村民”变“居民”能

否顺利再就业、再创业？如何消除失地

焦虑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带着一连串疑

问，记者深入现场进行了调查。

“这几年，我们由村变城之所以平稳顺
利，关键是城改政策对村民很有利，一算
账，大家都发财了。”未央区张家堡街办盐东
社区主任张冬利说，城改前，盐东村里的

“能人”有一二百万家产就很了不起。城改
后，以 5口之家为例，每户平均分到 7套房，
按市值计算家产已经达到四五百万元。

富裕的不止盐东村。据统计，未央区
“百村城改计划”实施以来，累计改造 100
个行政村，城改居民人均安置面积达到 117
平方米，其中包含 20 平方米置换经济发展
用房，户均财产 256 万元。数百万的资产乐
了城改村民，同时也带来隐忧，突然富起来
会不会出现挥霍浪费，甚至坐吃山空？

“城改村民人均获得的 20 平方米的置换
经济发展用房，由各村城改股份公司代管经
营，城改村民人人当股东分红利。”未央区
农村工作局局长宋永清介绍说，每个城改村
都成立了股份制公司，村两委会过渡为股份
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代管经营置换经济
发展用房。“设立股份公司代管村民商业
房，就是要守住每人 20 平方米置换经济发
展用房这条生存红线。”宋永清说，“‘集中
代管’一方面给城改置换经济发展用房建设
以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形成像‘万达广场’
那样的现代化商业业态，具备高附加值和竞
争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规模优势形成合
力，实现城改村民利益最大化和永久化。”

为切实提高城改股份公司的管理运营水
平，未央区专门成立了区城改股份制经济组
织管理服务中心，以“大讲堂”的形式，对
全区 83 个城改股份公司的 1000 多名董事
会、监事会成员及部分股东会代表定期进行
股份公司组织结构、税收政策及报税程序等
专题培训，并出台了 《城改股份制经济组织
监督管理指导意见》、《城改股份制经济组织
监督管理办法》 等制度，确保城改股份公司
经营透明、公开公正。

未央区辛家庙街道刘南堡村是未央区最
早城改的村庄之一。对于置换经济发展用房
招租，村民有的怕招租不公开，有的担心干
部不公正⋯⋯。为打消群众疑虑，刘南股份
公司在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指导下，一方面
成立招商办公室，招商办成员除一名社区工
作人员外，其余全部从居民中聘请；另一方
面建立置换经济发展用房招租意见建议走访
征集制度，将招标公告、招标方案、招租合
同等文本起草后，挨家挨户上门征询意见、
建议，全程公开透明，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最终通过公开招标，本地客商与陕北客商分
别以每平方米 58 元/月和每平方米 51 元/月
的竞标价获得商业楼承租权。

“58 元和 51 元”对群众意味什么？刘
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闫根让算了
笔账，每人每月从置换经济发展用房获得的
收入是 1440元，全年就是 17280元。

针对部分城改村民的挥霍浪费、赌博等
不良倾向，未央区以“市民大讲堂”、“未央
讲坛”为平台，每月举办一次理财系列讲
座，为辖区居民传授理财知识，引导大家科
学合理支配财富。草滩街道老洼滩村的尤文
博说，“听了专家讲课，我打算买些国债和
银行理财产品，再投资做点小生意，把日子
过得更红火”。

“城中村改造，不仅要让农民带着楼房和
商业房这样的有形财富进城，还要让农民带
着就业技能和创业本领这样的无形财富进
城，这样才能解决他们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未央区委书记杨广亭认为，让城改居民拥有

“财富与能力”，是新型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工
作的关键着力点。

24 岁 的 王 娜 是 汉 城 街 道 西 长 吊 村 人 ，
2008 年，她家在城改中分到了 260 平方米的
住宅、100 平方米的商铺和 30 多万元的拆迁
补偿款。“按说这辈子啥也不干，靠出租房

屋和商铺也挺滋润”，但她却想干点事。去
年 4 月，她在区就业培训中心参加了广告设
计专业的培训。经过一个月 120 课时的学习
后，她拿到了计算机操作员中级资格证，成
了一家网络公司的网络设计员。她高兴地
说，“现在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有 3000 元，这
还不算提成”！

像王娜一样有就业意愿的城改村民不
少。统计资料显示，该区近 15 万城改居民中，
适龄就业人员逾 8.5 万人。

“要让这么多人尽快实现再就业，就必须
构建就业再就业联动支撑体系，以‘大培训、
大就业、大保障’促进就业再就业。”未央区就
业创业中心主任张峰说。按照这一思路，他们
整合区域教育培训机构资源，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成立了以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为
龙头，职业技能鉴定站、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为
两翼，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主体、其他社会机
构为补充的职业培训集团。集团直属培训学
校 17 家、培训教学点 13 个，开设电工、焊工、
厂内机动车辆驾驶、计算机、西式面点师、按
摩师等 32 个专业，年培训能力 5 万余人次。以
培训集团为平台，他们对培训、考核、就业等

资源有效整合，形成了集职业技能鉴定、就业
培训、就业实习、职业介绍“四位一体”的培训
新机制。

42 岁的杨军利是未央区汉城街道庞马村
村民，所在村组的土地被征用后，“一家人以
后靠什么生活”成了杨军利夫妻担心的问题。
2012 年 5 月，他接到区里通知，可以免费参加
政府组织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在众多可供
选择的培训项目里，他选了电工。一个月后，
拿到电工技师证。在专门为城改居民举办的
招聘会上，他找了份天朗集团的电工工作。

“现在保底工资 3000 元，加上绩效工资，一个
月有 5000 多元的收入。公司不但管吃管住，
还给我买了‘五险一金’。”

未央区创业就业服务中心讲师杨志镇
说，大多数城改居民年龄大、学历低，中心会
推荐电工、焊工、厂内机动车辆驾驶这样实践
操作性更强的专业，采取理论、实践交互交叉
培训的办法，尽可能让学员学到真本领。

据统计，“百村城改”计划实施以来，未央
区以城改居民为重点对象的就业技能培训共
举办 13 类 300 余期，累计培训 21594 人，实现
合同就业 5436 人，灵活就业 7000 多人。

城改让“新市民”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一
些有头脑的村民更希望创业成功。苦于缺乏
创业管理能力和投资项目渠道，以及创业风险
大等原因，他们中很多人的创业梦很难实现。
创业到底需要什么？未央区的“服装大王”邓
永金成功创业的故事激励了一大批人。

今年 50 岁的邓永金是未央区王家棚村
人，他的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服装店。2008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区里有专门为创
业者举办的培训，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
了培训班。“最初就是想看看，通过创业培训班
能不能贷到小额担保贷款，没想到听了第一节
课，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在培训班，我不仅
学到了管理企业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经营理念
有了提升。”靠一个裁缝铺起家，邓永金如今拥
有一家固定资产 400 万元，员工 30 人，集服装

设计、加工、专卖、销售为一体的制衣公司。
“就业技能培训达到的最好效果，也仅是

培训 1 人就业 1 人”，未央区就业创业培训中
心强莉表示，为实现创业带动就业，未央区
率先把国际劳工组织为帮助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就业的 SIYB 培训课程引进到针对城改村
民的再就业培训中。2009 年 8 月，借陕西省
千万元就业创业培训券在未央“试水”之
机，未央区在陕西省开办了第一家全免费的
SIYB创业培训班。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未央区就
业创业培训中心主任张峰说，为了提高创业
的成功率，SIYB 创业培训班的教师会先对学
员的创业项目、资金、经历等进行系统评
估，看其是否适合创业，如果合格，接下来
会对创业者进行为期一个月 120 课时的创业
意识、创业项目书、创业计划 3 方面的创业
技能和知识培训。同时，还会给每位创业者
提供两年之内免息或无息小额担保贷款，其
中失地农民创业者 5 万至 8 万元，大学生创业
者 30 万至 50 万元，劳动密集型企业 200 万
至 400 万元。创业就业中心还会联合税务、
工商、法律等部门，对创业者进行全程跟踪
服务，及时解决创业中遇到的难题。

免息的小额担保贷款、免费的创业知识培
训、严格的市场风险评估和细致的创业跟踪服
务，起到了创业风险“降压阀”和创业“孵化器”
的作用，让城改居民的创业风生水起。据统
计，未央区的 SIYB 培训班共举办了 40 期，累
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2489 万元，帮助 532 人
成功创业。在“服装大王”邓永金、“芦荟大王”
张晓英、“鸭司令”马艳等一批“创业先锋”带动
下，2000 余人顺利实现再就业，创业对就业的
引擎效应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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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城改中保留的戏楼让群众有了

展示才艺的舞台。西安长乐西苑社区戏楼上

的精彩表演引人入胜。 周晓东摄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

率 由 1978 年 的 18% 跃 升 至 2012 年 的

52.6%， 实 现 了 城 乡 结 构 的 历 史 性 转

变。但在这一过程之中，土地城市化

的速度远快于人口城市化，大量城郊

农民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引发了一

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向新型

城市化转变。

新 型 城 市 化 的 关 键 是 人 的 城 市

化，也就是以城市为载体不断提高人

的素质和生活品质。对于城改群众与

城郊农民而言，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得

到了一些补偿，获得了一些财富，生

活空间由农村转为城市，社会身份由

农民转为市民，也由此而面临就业、

理财、心理 3 方面的问题。这是我国

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

近 年 来 ， 西 安 市 未 央 区 在 实 施

“百村城改计划”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发

展理念，着力为城改群众解决就业创

业、财富增值、心理疏导 3 个核心问

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新型城市化之

路，促进了人的城市化。

首先，就业关系到城改群众的可

持 续 发 展 ， 是 新 型 城 市 化 的 前 提 条

件 。 为 解 决 城 改 群 众 的 转 移 就 业 问

题，未央区通过组建培训集团，为城

改群众开设数十个专业技能和实用技

术 培 训 项 目 ， 形 成 了 集 职 业 技 能 鉴

定、就业培训、就业实习、职业介绍

“四位一体”的培训机制，促进了城改

群众转移就业。同时，未央区积极为

城改群众创业提供小额贷款、知识培

训 、 风 险 评 估 等 全 方 位 服 务 ， 扶 持

500 余人成功创业，带动了更多城改

群众转移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创

业就业是城改群众获取稳定收入、实

现长远发展的重要依托，只有使城改

群众获得可持续的就业机会，才能保

障新型城市化有序推进。

其次，财富增值关系到城改群众

的生活质量，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环

节。在城改拆迁过程中，未央区城改

群 众 人 均 安 置 房 屋 面 积 117 平 方 米 ，

人均安置房屋价值 68.5 万元，在“一

夜暴富”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盲目

消费、赌博等问题。为避免城改群众

坐吃山空，未央区积极为城改群众组

织理财讲座，在讲授理财知识和解答

投资困惑的过程中提高其理财能力，

促进城改财富保值增值。同时，城改

群众获得的经济发展用房由村集体统

一经营、按期分红，这也成为城改群

众财富增值的重要途径。财富增值使

城改群众在城市化过程中减轻了经济

压力，有助于顺利融入城市生活。

第三，心理疏导关系到城改群众

的身心健康，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保

障。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城改群众短

时间内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由农村生

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必然会

产生焦虑、孤独等心理问题。为此，

未央区通过在城改安置点建设戏楼、

允许社区住户举办流水席、送文化下

乡等方式为城改群众疏导心理。农村

人文关怀是几千年乡土文明的结晶，

有助于家庭内部血脉相融、邻里之间

和睦相处、同事之间以诚相待，并且

可以缓解城市生活的压力。因此，在

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应适当保留农村人

文 关 怀 ， 使 城 改 群 众 更 好 地 融 入 城

市，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作者系西北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
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是人的城市化
白永秀

5 万至 8 万元的小额贷款、

免费的创业知识培训、市场风险

评估、创业跟踪服务，为城改居

民创业提供资金、技术、知识等

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整合教育、财政、科技、社会
团体等优势培训资源，组建起以
培训基地为龙头，囊括 17 家知
名专业培训机构的培训集团，以
政府采购的形式，免费提供数十
个专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项
目，形成了职业技能鉴定、就业
培训、就业实习、职业介绍“四位
一体”的培训新机制

拆迁群众人均 20 平方米的置
换经济发展用房不分到个人，由村
城改股份公司代管经营；每月组织
一次理财讲座，为群众讲授理财知
识、解答投资困惑，提高理财投资
能力

城改社区保留农村戏楼，留出

场院供城改居民举办“流水席”，成

立社区文艺社，送文化送文明进社

区，给城中村编史立传

西安未央区 SIYB 创业培训班吸引了众

多的创业者。 周晓东摄
西安未央区 SIYB 创业培训班吸引了众

多的创业者。 周晓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