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六盘水：

居民搬新家 城镇换新颜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现在环境好多了，再也不用雨天一脚煤
泥水、晴天一身煤灰了。”看着日渐整洁的街
道和拔地而起的新楼房，贵州六盘水市水城
矿务局老鹰山煤矿退休职工张顺发老人心里
乐开了花，再过不久，张顺发将举家迁入新建
的安置房。新建的小区干净整洁，房屋宽敞明
亮，供水供电配套设施完善稳定。“跟以前完
全变了个样子，大家都很期待。”张顺发说。

老鹰山煤矿是“三线”建设时期成立的国
有企业。50 年过去了，煤矿的大多数职工还
居住在企业刚成立时修建的低矮平房内，密
度大、人均建筑面积小，加之使用年限较长、
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群
众生活质量未提升。

“大伙儿做梦都想住上新房子。”张顺发
老人说，这次六盘水大规模推进棚户区改造
工程，圆了像张顺发老人这样的“三线”企业
职工“新房梦”。

六盘水市棚户区改造办公室主任陈登学
告诉记者，该市是典型的“三线”建设城市，辖
区内棚户区点多面广，尤其是“三线”企业集
中区域，虽然面积只占到整个棚户区的十分
之一，但职工居住的房屋大多为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修建，建设标准低，房屋年久失修，配
套功能不完善，难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如何把棚户区改造这一民生工程抓实办
好，六盘水市在顶层设计上做了充分准备。

2012 年以来，六盘水市编制了棚户区改

造专项规划，制定了棚户区改造实施细则、棚
户区改造货币化管理办法、政府购买棚户区
改造实施办法等规划和政策，为有序推进棚
户区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支撑。

面对资金难题，六盘水市通过争取中央财
政补助、向金融机构贷款、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等举措，筹措棚户区改造建设资金，为棚户区
改造的顺利推进提供资金保障。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目前，六盘水市的棚户区改造工作累
计完成投资227.06亿元，其中获得中央补助资
金39.58亿元、省级补助资金1.22亿元，引导社
会资金26.04亿元参与到棚户区改造中。

在老鹰山煤矿棚户区改造未正式启动时，
农业发展银行六盘水支行就积极与负责改造
项目的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对接，研究信贷支持事项，投放贷款专
项用于房屋拆迁、安置房及配套设施建设，保
障了改造项目的顺利推进。目前，国家开发
银行贵州省分行、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分行
两家金融机构已累计向六盘水市棚户区改造
工程授信166.81亿元，到位资金70.64亿元。

在棚户区改造中，六盘水市积极推进棚
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鼓励棚户区居民通过
购买商品房改善居住条件，有效消化房地产
去库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该市共购买34.61万平
方米存量商品房作为棚户区安置房，引导棚改
居民购买商品房作为安置房11.63万平方米。

棚改托起“安居梦”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棚户区改造，通过棚户

区改造，改善了住房困难群众

的居住条件。据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统计，2008 年至 2016 年通

过棚户区改造，有 8000 多万居

民“出棚进楼”，困难群众的住

房条件得以改善，使他们共享

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棚改促

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

棚户区改造，使城镇面貌

焕然一新。棚户区居民的住房

大多低矮破旧，其中的街道小

路多是泥土路面，每逢雨季或

者北方冬天下雪，道路泥泞难

行。还有很多棚户区没有一家

一户的厕所，使用公共卫生间，

棚户区范围内的卫生条件、垃

圾处理等都不尽如人意，生活

在其中的居民面临相当多的不

便。经过改造之后，棚户区居

民搬进了楼房，住进了新居，生

活条件大大改善。棚户区拆除

之后，也让过去脏乱差的棚户

区从城市中剔除出去，使城镇

面貌得以改观。

棚户区改造，带动了旅游

等产业的发展。一些城市的棚

户区改造完成后，周边环境大

大改善，对旅游业等相关产业

的带动作用明显。还有一些城

市棚改后腾出土地，用于相关

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建设和经

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留足了空

间。

棚户区改造，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一

环。棚改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重大的发展工程。

棚户区改造，所涉及的产业链条长，建筑业、装饰装修、

家具家电等相关行业，都得以带动。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推进棚户区改造，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

带动作用。

棚户区改造中的货币化安置，实现了一举多得。

我国推行棚户区改造之初，多是将棚户区拆除后，原地

或异地建设安置住房。在等待入住新居的过程中，政

府给予居民相应的安置补偿。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

特别是一些三四线城市住房供应出现一定程度的过

剩，一些城市灵活变通，推出了棚改货币化安置新举

措。旧的棚户区拆迁之后，不再全部集中新建住房用

于安置，而是转变为货币补偿，棚户区居民用补偿款在

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货币化安置，能够免去棚户区

居民两三年过渡期在外租房的不便；同时，棚户区居民

到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能够帮助消化过剩的商品房

库存；对于政府而言，管理成本也大大降低。棚改货币

化安置一举多得，彰显政府的管理智慧。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18 年至 2020 年再改造各

类棚户区 1500 万套。这意味着还将有更多的住房困

难群众走出棚户区。安居才能乐业，住进新居的他们

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编者按 棚户区改造，是万千居住在

棚户区百姓日夜企盼的重大民生工程。城

市发展日新月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仍

有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家庭无力改善居住

条件，生活在低矮破旧的城市棚户区中。

近年来，我国扎实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

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各地棚户区改造工

程成效显著，千千万万棚户区居民搬进新

居，喜迎新生活。日前，本报派出多路记者

深入各地采访调研，了解各地根据不同情

况对棚户区的改造现状。

走出棚户区迎来新生活

亢

舒

黑龙江伊春：

做好“一篇文章”产生五重效应
本报记者 倪伟龄

走进黑龙江省伊春市民生小区 25 号楼杨德均的家，
屋子整洁明亮。“幸亏棚户区改造，要不我们还住在原来
那间小‘憋屈’房。”杨德均高兴地说。他家原来住的房子
只有 33 平方米，老两口住厨房，姑娘、儿子一家人都挤在
一起住。抽签选楼那天，杨德均选中二楼中厅，一家人兴
高采烈地喜迁新居。如今，像杨德均家一样，原金山办东
兴社区的 130多户居民都受惠棚改，住上了新楼。

被誉为“中国林都”的伊春市棚改前，大量职工住房
极为简陋，房屋以板夹泥和半简易砖木结构为主，年久失
修，近 80%住户无自来水，普遍存在供电线路老化，排水
设施缺乏等问题。经过近 9 年持续棚改，群众居住条件
和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至 2016年末，伊春市共改造棚户
区 32.8 万户、1846 万平方米，其中林业棚改 28.5 万户、
1500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306 亿元，其中林业棚改完成
投资 232亿元；已竣工入住 30万户、1698万平方米，惠及
人口 74.7万人。

伊春市让棚改“一篇文章”产生惠民生、带城建、促产
业、兴旅游、保生态五重效应，最大限度地释放棚改叠加
能量。

惠民生。棚改是最大的惠民工程。伊春棚改以来，人
均居住面积由 2008 年棚改前的 13.6 平方米提高到 27.8
平方米。每个棚改户财产平均增收8万余元。

带城建。伊春借棚改契机，坚持“生态为魂、欧典为
形、旅游为绳、宜居为本”的理念，“三供两治”全面提速，

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华能热电“双投”并网，兴安湖净水厂
开工建设，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从无到有，红松体育馆、
林都体育场、奥林匹克公园、汇源国际会展中心、物流中
心建成投用。伊春正朝着宜居宜业宜游城市目标迈进。

促产业。伊春以棚改为牵动，采取土地置换、异地安
置等办法，将与企业、园区混杂在一起的棚户区整体搬
迁，为替代产业腾出发展空间。棚改后共腾空土地 1870
万平方米，用于园林绿化和发展森林食品、旅游地产等项
目。涌现出一批生态农庄、沟谷经济、山庄经济，催生了
金融保险、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新的经济增长点；集中
打造翠峦森林生态食品产业园区、铁力工业园区、嘉荫跨
境经济合作园区，推动了产业链条化、集约化、基地化、园
区化发展。

兴旅游。伊春利用棚改腾出的净地，集中打造以全
域旅游为目标、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符号鲜明的特色小
镇、特色山庄。推进旅游公寓、旅游产权酒店项目开发，
促进旅游业由传统观光游向休闲度假、会议会展、养老养
生、旅游地产转型升级。现已完成旅游观光道沿线公路
两侧危旧房搬迁 1万多户。

保生态。伊春对全市 218 个林场重新规划，完成撤
并林场（所）55 个，将山上 1.4 万户居民、3.5 万人迁往中
心林场或区局址。同时，推广使用生物质半汽化炉、生物
质燃气为主的新能源及电采暖、地源热泵、液化气等多种
生活用能方式，每年减少木材消耗 80万立方米以上。

在湖南湘潭市雨花区三义井社区新景家
园，幸福的笑颜绽放在梁冰华脸上。“搬了新
家，有了新生活，每一天都过得很好。”55 岁
的梁冰华是广场舞爱好者，每天晚饭后，她都
招呼伙伴去附近的沿江风光带跳舞。

“我家以前的住房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老
房子，通风不好，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拿出被子
晒一晒，因为屋里潮湿。周边道路狭窄，消防
车进不去，安全隐患极大。路灯昏暗，晚上从
家里去江边跳舞，需要手机照明。环境卫生
差，垃圾乱丢，到处都是臭味⋯⋯”一提起原来
的生活，梁冰华直摇头，但她所供职的湘潭市
针织厂早已破产，生活来源仅靠微薄的下岗工
资，搬出棚户区另买新房实在“望尘莫及”。

2016 年 11 月份，湘潭市针织厂宿舍被
列入河西滨江棚户区改造范围。“我们盼棚改
盼了很多年，终于实现了。”梁冰华高兴地签
订了征拆协议，拿到征拆补偿款在家附近的
新景小区买了套 100 平方米的二手房，两室
两厅，宽敞明亮。

梁冰华所在的河西滨江棚户区是湘潭市
集中连片城市棚户区，也是该市 9 大重点棚
改片区之一。为解决棚户区百姓的“蜗居”窘
境，湘潭市委、市政府将棚户区改造作为重大
民生工程和经济发展工程来抓。据统计，从
2010 年到 2017 年 7 月份，全市共启动实施
棚户区改造 8 万余户，较好满足了群众“以小

换大、以旧换新、以危换安”的住房需求。
速度快。该市制定出台了《湘潭市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示范项目实施办法》等一系
列规范性文件和制度，推行重大项目前期工
作代办服务机制，形成“窗口受理、首席代理、
单位办理、联合审理”的服务模式，大大缩短
了审批时限，项目审批流程提速 50%以上。

资金足。资金保障是推进棚户区改造的
关键要素之一。该市紧盯政策“争”资金，近5
年共争取国省棚户区改造专项补助资金及小
区外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资金 40 余亿元；完善
手续“贷”资金，采取“统一规划、分批采购、分
片实施”模式。自 2016 年以来，市本级共有
12 个棚改项目开展了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拟
贷款150亿元，已到位50余亿元。

民心顺。征拆安置是棚户区改造的重点
和难点。该市实施阳光征拆：统一征拆补偿安
置政策，实行全方位公开，将项目前期手续、政
策标准、征收结果公示到位，保障棚改阳光公
正；强化审计监督，创新推出征收补偿资金“先
审计后支付”，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城市变。该市树立“大棚改”理念，变过
去靠做项目推进的“点状式棚改”为集中成片
整体推进的“成片式棚改”，将市里 9 个片区
确定为市本级棚改重点片区，实现空间布局
再优化、公共配套再完善、建筑品味再提升，
使棚改真正出形象、出成果、出效益。

湖南湘潭：

“忧”居变“优”居
本报记者 刘 麟

江西新余：

老垦区开启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 兴

“我原来住的老村庄离这儿 3 公里，房前屋后都是
土路，卫生条件差，喝地下水，上露天茅厕，现在不仅住
上了楼房，还用上了自来水、抽水马桶，周边环境也好
多了。”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介桥垦区下坊村村民宋军满
脸幸福地说：“以前村里条件不好，许多人找不到媳妇，
自从搬到新区后，我也娶妻生子啦。”

宋军的幸福生活，得益于该市大力推进的垦区危
旧房改造项目。新余市垦区共有 3 个垦殖场，包括位
于分宜县钤东街道办事处的介桥垦殖场、渝水区罗坊
镇的南英垦殖场和仙女湖区九龙山乡的九龙山垦殖
场，总户数 36188户，总人口 12.5万人。

在罗坊南英垦区大港亭村，75 岁的彭武发一边与
老伴在自家新房前晒谷，一边告诉记者，他家的两间土
坯房统一改造成了砖混结构的平房，内部按照不同用
途被分隔成 6 间房，并作了装修。现在整个村庄的基
础设施非常好，跟以前没得比。“政府补助了 3 万元，自
己拿出五六万元。”彭武发高兴地说。“刚开始搞垦区改
造时，许多村民是给钱都不愿意改造，现在是争相要求
改造。”在场的村党总支书记刘小女说。

在加强农垦危房改造管理工作中，各垦殖场创建
了规范的专项资金使用和账目管理制度、工程质量管
理和安全施工制度、信息公开报告制度、档案管理制
度、农垦危房改造永久标识牌和农垦住宅小区管理制
度等 5项制度，加大督查力度，跟踪解决疑难问题。

与此同时，新余市以垦区危旧房改造实施为契机，
全面开展农垦新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以“街
道硬化、场镇绿化、环境净化、路灯亮化”和“改水、改
厨、改圈、改厕”为主要内容的“四化四改”。自 2011年
实施垦区危旧房改造项目 6 年来，共争取中央、省级财
政资金近 5 亿元，共改造危旧房近 2 万户、200 万平方
米，完成投资 12亿元。

新余市农垦办主任邹伟清向记者介绍，新余垦区
危旧房改造注重统筹规划，整合项目，全面实施，按照

“场村同美化”发展要求，把农垦危旧房改造与农垦新
区建设、中心镇建设、新农村建设、旅游休闲产业建设
等相结合，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游的
绿色生态家园。分宜县介桥垦殖场位于县城区域地
带，在农垦危旧房改造工作中，该场完善配套设施，增
强经济发展后劲，着力将钤东新城打造成农垦新区；仙
女湖区九龙山垦殖场地处仙女湖风景区内，该场依托
资源优势，把危旧房改造与新景点建设相结合，再造仙
女湖旅游新亮点。

通过实施垦区危旧房改造，新余市逐步探索出一
条新型城镇化建设新路子，建设一批新型城镇化样板，
打造九龙山垦殖场整场以及南英垦区湖头、彭家、山
田、江背、大港亭、王年、绵山和介桥垦区下坊、万溪等
一批“美丽乡村”创建示范点、新农村建设精品点、农村
社区、颐养院和困难职工安置小区。

湖南省湘潭市棚改后发生巨大变化。 刘 麟摄

伊春棚改后市容市貌巨变，正向旅游宜居城市目标迈进。倪伟龄摄

江西省新余市南英垦区抱石文化广场。 刘 兴摄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以朵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吴秉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