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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农民变市民

2011 年，19 岁的安徽小伙郑永军从
大别山深处来到苏州工业园区，成为当地
IT 生产线上的一名产业工人。

而令小郑并不自觉的是，他见证并参
与了中国社会结构一次历史性的变迁。正
是这一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50%
关口，达到了 51.27%，6.91 亿城镇人口让
中国第一次步入了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
的新时代。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城镇化
进程，城市在不断“长高变大”，农村越来
越不像“农村”，城乡界限不断模糊。目前，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
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协调
发展的城镇体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 末 ，我 国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虽 为
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36%左
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平均水
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
国家 6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未来我国
城镇化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
分点，就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人口转入城
镇，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使得城镇消费

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
力不断释放，城镇化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
了持续动力，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
为和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

不断提升的幸福指数

甘肃省嘉峪关市是全国社会管理创
新典型培育城市，早在数年前，该市就取
消“农业”与“非农”的户籍界限，通过对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让城乡居民享受到
了同等的待遇。

农民变为市民，不是简单的称谓变
化，而是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的同时，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这是
城镇化应有之义。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
院不断加大民生投入，为城镇化建设编织
了一张更加坚实细密的社会保障网——
初步形成的全面医保体系、覆盖城乡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建立的城乡社会救
助体系、城乡一体的免费义务教育等，让
百姓生活更加安稳，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镇吸纳就
业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据统计，2013 年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1310 万人，比 2012 年
多增 44 万人，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
在 4.1%左右的较低水平。

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带动了农村面

貌的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正在逐
步形成。

根 据《中 国 交 通 运 输“ 十 二 五 ”
(2011-2015 年)发展规划》，到“十二五”
末，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90万公里，
它们将构筑起连接城乡的便捷交通网络。

来自水利部的统计显示，自 2005 年
我国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以来，
农 村 集 中 供 水 工 程 受 益 人 口 比 例 由
2005 年的 40%提高到 2013 年的 73%。
到 2015 年底，纳入“十二五”规划的 2.98
亿农村居民和 4152 万农村学校师生饮
水安全问题将全部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城镇化的快速
推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2013年，农村居
民收入增速高出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在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
有了大幅提升，但“重物轻人”的城镇化发
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在步入“新
常态”的同时，城镇化建设也亟需“破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

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
设协调推进。”

事实上，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强调“以
人为核心”，正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客观
要求，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
体现了我国在城镇化建设上的新理念。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那样，“三
个 1 亿人”是解决城镇化问题的关键所
在，即促进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
镇，不能让他们“悬在半空”；促进约 1 亿
人居住的各类棚户区和城中村加快改造，
让困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安居乐业；
促进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
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

蓝图已经绘就，而与之相配套的一系
列体制机制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
中，包括人口管理、财税金融、土地管理、
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内的
顶层设计和改革举措，将成为新型城镇化
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户籍改革已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特别是随着《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公布，实行了半个多
世纪的农业、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正
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未来，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
城乡统一的产权、价格、就业、教育、医疗
等制度的建立，亿万农民分享现代文明、
共筑“中国梦”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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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

哪个国家，经历着像中国这样大规

模、高速度、有步骤的城镇化。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让世代躬耕的亿万农

民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不仅是重

大的经济命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历史使命。

在国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中

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

下，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背着行囊、在陌生城市里闯荡的

“农民工”，作为城镇化早期的一个符

号，印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如今，随

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

民选择到城镇安家就业，成为推动中国

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如果做一个梳理的话，从城市优先

到城乡协调发展、从高能耗城镇化到低

能耗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

口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轨迹清晰

可见。应该说，我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

高的同时，城镇化的发展理念也得到了

不断提升。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一个重要

关口，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也遭遇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传统、粗放扩张式城镇化老路子显然已

走不通了。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开始告别多

年的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

态”。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审

时度势地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强调新型城镇化是关系中国现代化

全局的大战略，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为

中国未来城镇化之路指明了方向。

专家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我国

调结构的主战场，是一石多鸟、一举多

得的重大战略举措。新时期的城镇化，

应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城乡统筹、产

城互动的城镇化，是节约集约、生态宜

居的城镇化，是公共服务均等、改革红

利城乡共享的城镇化。

从短期看，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拉动

当期需求，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从

中长期看，它有助于改善经济发展基

础、优化居民扩大消费的环境，继而进

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和城乡区域结构

的优化，促进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国家新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 年） 》 的 出

台，明确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

及路径，下一步，关键在于落实。我们

必须脚踏实地、科学稳妥地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核心夯实发展基

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释放发展活力，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新型城镇化的美丽画卷正在打开，

幸福中国值得期待。

新型城镇化开启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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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董学法,北京朝阳区劲松街道百环社区委员

我是1988年从安徽无为老家到北京的，到今
年整整26个年头了。现在我44岁，算起来人生
的三分之二都在这里度过了，北京早已是我的第
二故乡。

我记得很清楚，初到北京的我既兴奋又有担
忧，甚至还有一些自卑。为啥？自己只有小学文化
程度，除了力气外什么手艺也没有，偌大的北京城里
能找到个工作养活自己吗？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社
区录用，成为一名社区保洁员。说实话，我很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起早贪黑地干好工作，但却
事与愿违。一问才知道，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农
村不同，城里人起得晚，自己一大早就去搞卫生，影
响了他们的休息。后来，我改变了工作方法，力求
做到“轻”、“勤”、“快”，就是在清理垃圾时动作要
轻，在白天勤打扫，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清理工作。

在做好保洁工作之余，我还承担起了社区治
安巡逻的任务。20多年来，我和大伙儿一起抓获
了100多个不法分子，虽说自己也挂过10多次彩，
但想想能换回社区的平安，我心里觉得特别值！

这些年，我获得很多荣誉，既有北京市政府颁
发的“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也有团中央授予的

“全国城市优秀务工青年”等全国性荣誉，我最看
重的有两个，一是当选为第七届“北京十大杰出青
年”，二是当选为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党代表，以
外来务工者身份当选北京“十杰”和党代表，我是
全北京头一个！

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一直在想，如何能更好
地服务社区居民，所以在业余时间我报名参加了
文化培训，一方面学习一些管理知识，一方面想结
合自己的经验，组建一支专业保洁队伍，通过市场
化的方式，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对于保洁服务的
需求。 （本报记者 顾 阳整理）

我为美丽社区添份力

①俯瞰新疆阿拉尔市。近年来，阿拉尔市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城乡规

划体系基本形成，配套功能不断完善。 （资料图片）
②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汤水雅居社区，已经变成市民的周

洪根老人（右）和家人正在摆放蔬菜。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③为了解决城镇化后农民的就业问题，江苏句容县宝华镇请来专业老

师为失地农民上创业培训课。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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