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周刊16 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宽敞的大院里，大白菜、西红柿、
黄瓜、土豆堆积如山。这里是北京新
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人们
谈价的谈价，装车的装车，一派繁忙
景象。大名鼎鼎的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不是在北京吗？怎么“搬到”
高碑店了？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成
立 30 年来，承担了首都 90%以上的
农产品供应，是名副其实的大“菜篮
子”和大“果盘子”。

今年29岁的朱占权是河南商丘
人，在河北涿州包了 100 亩田种大
葱，以前都是运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销售。2015 年 10 月北京
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启用
以后，他不再跑北京了，所有货几乎
都从高碑店发。

北京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物
流园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首批落地
并成功运营的重大民生项目。高碑
店物流园一期已经建成并于2015年
10 月 29 日顺利启用，现入驻商户
5300 多家，辐射京津冀、东北三省、
内蒙古，日最高交易量 1.6 万吨，交
易额1.2亿元。

对在高碑店发货的优势，朱占权
深有体会。他一车 8000 斤大葱，在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要交进
场费130元，在北京新发地高碑店农
副产品物流园只要60元。最关键的
是，在高碑店发货省时、省事、省心。
朱占权在涿州的大葱基地距北京新
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85 公里，距高
碑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只有20
公里。以前去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路上需要两个半小时，如果
堵车需要 5 个小时。来高碑店新发
地农副产品物流园路上只需半小时，
从不堵车。三年前高碑店新发地农
副产品物流园刚开张时客户少，朱占
权每天才卖200斤大葱，现在一天可
以卖2000斤，量越来越大。

像朱占权这样转战高碑店农副
产品物流园的商户还有很多。山西

菜商孟德荣有一辆大货车，专门从高
碑店向朔州各大超市供菜，每月进货
500 吨。以前孟德荣进货都去北京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
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开张后，他再
没去过北京。“北京环保门槛高，尾气
排放要求高，我这车达不到标准，不
许进。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虽然
远一点，但是路更顺，实际上在途时
间更少。”孟德荣说。

按中央部署，北京市近年有序疏
解非首都功能，到 2020 年全市常住
人口力争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其
中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础上
每年降低两三个百分点，争取 2020
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左右。坊间传
言，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也将
像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一样外迁。

“我看到过一些媒体关于新发地
外迁的报道，但没有接到任何上级部
门让新发地外迁的指示。我们在高碑
店建了分市场，有人就说新发地要搬
到高碑店去。我们在海南也建有分市
场，难道要搬到海南去？新发地不会
搬，但是会承担疏解人口的任务。”针
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将外
迁的传言，北京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予以澄清。

目前，北京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
品物流园先后与北京京开、岳各庄、
王四营、大洋路等市场达成合作意
向，并与北京首农集团、北京崇远集
团、北京天恒置业等集团公司签约，
合作建设园区二期工程。二期建成
后，园区将实现由“大宗农产品集散
交易”向“食品产业集群式发展”转
型，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大型综合
物流枢纽和北方重要的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基地。“高碑
店项目一、二期全部运营后，预计年
交易额 1500 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
位10万个、间接创造就业岗位20万
个，初步测算能有效疏解外来在京人
口 30 万人、每年至少减少进出京车
辆1000万辆次。”张玉玺说。

高碑店分市场运转步入轨道

北京新发地不外迁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如今，干净、舒适地“如厕”已
经成为市民的普遍需求。记者近
日 在 沈 阳 市 和 平 区 小 河 沿 路 看
到 ， 一 座 座 新 建 或 新 改 造 的 公
厕，外观整洁大方，内部设施齐
全，成为与带状公园和谐的一道
风景。青年大街沿线的商场内公
厕 设 置 了 母 婴 区 和 残 疾 人 专 用
厕，还免费提供厕纸、一次性纸
垫和烘干机。

“如厕非小事”，沈阳市把公厕
建设作为展示城市对外形象、体现
城市服务功能的主要窗口，并把厕
所的品质化、标准化作为提升和改
造公厕的主攻目标。2016年以来，
全市累计建设 565 座公厕，基本实
现了景区、城区、镇区、交通沿线全

覆盖，脏乱差的旱厕全部退出城
区。为了让群众更方便地就近解
决内急，沈阳出台政策鼓励沿街单
位对外开放厕所。很多商铺主动
挂出了提供方便的牌子。

沈阳市是辽宁省推进“厕所革
命”的示范城市。今年8月，辽宁省
出台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 年，通
过新建一批、改造一批、提升一批、
开放一批，基本实现“数量充足、布
局合理、管理规范、文明如厕”的目
标。全省城镇3年要新建改造厕所
7028座、新增内厕开放5092座、新
建改建旅游厕所2764座，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到 85%左右。目前，
沈阳已提前超额完成城市公厕建
设改造年度任务。

沈阳让脏乱差旱厕退出城区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徐州市作为江苏北大门，一直
是苏北的工业重镇和形象代表，然
而许多大小不一、密不透气的简陋
棚户区却遍布全市，严重影响了居
民生产生活和城市形象。

近年来，徐州坚持生态立市理
念，根据城市建设规划和棚户区的
实际情况，以尊重民意、量力而行为
原则，大力开展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惠及群
众最多的民生工程——保障房建设

工程。截至目前，徐州市已实施棚
户区改造超过 1 亿平方米，使 52.6
万户居民受益。其中主城区改造
3872万平方米，30万户居民出棚入
楼，彻底解决了吃水难、如厕难、进
出难等问题。

提升群众获得感

近日，徐州市孟家沟四新巷居
民郭忠信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居住
了30余年的破旧小区迎来拆迁。

原本有一套 41 平方米房的他，
在选择补偿方案时，摆在面前的有住
房安置和现金补偿两种。“我要了一
套约80平方米的房子，去看过后，比
较满意。”郭忠信说，他原有的房子按
每平方米6100元的拆迁评估价，总
价值 24 万元左右，如选择住房安
置，可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
买下那套 8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同
期，周边新建住宅均价达每平方米
8000元以上。“一共补了27.5万元差
价，我能接受。”郭忠信说。

四新巷这个棚改项目位于徐州
市鼓楼区，是一个有着 40多年历史
的老旧棚户区，涉及 420 户产权单

位。从今年 3 月启动拆迁，目前签
约进度已近尾声，其中八成多拆迁
户选择了住房安置。

该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总指挥
王飞介绍：“以前拆迁户选择安置方
案是 4∶6，即四成选货币，六成选择
安置房。”随着近年房价走高，这一
比例也随之变化。“因为安置房的价
格比市场价格明显偏低，百姓目前
约90%选择安置房。”王飞说。

“怎么安置？按照被征收居民

的意愿，就近、异地定销房安置，团
购商品房安置或是货币化补偿安
置。”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王
少鹏说，对这些安置方式仍无力承
担的拆迁居民，政府还有“兜底”措
施，即符合经适房条件的安排经适
房，双特困户和符合廉租房条件的
直接采取廉租房安置。经济困难、
补不起差价的，还可以实行共有产
权安置，10 年内被征收居民可按房
屋征收时的价格购买剩余产权。

随着房市回暖，徐州从今年开
始逐步加大了安置房供给，根据
2018 年棚改和下一步安置需要，按
照“梯次转移、因需布点”的原则，初
步遴选 27 宗定销房地块，可建定销
房源约700万平方米。

创新资金供应模式

城市棚改工作千头万绪，要想
顺利推进，没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
制予以保障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形成成熟的项目运作
机制。”徐州市政府棚改办一位负责
人介绍，该市实行“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整体平衡”的模式，采取统一

规划、连片开发、综合配套、统筹安
置的方式推进全市棚改工作。同
时，建立了“上级补贴、银行信贷、政
策减免、社会投资、土地运作”“五位
一体”的资金筹集机制，为棚户区改
造提供资金保障。

在棚改过程中，徐州市实行政
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运作
模式，专门成立了国有投资公司，并
授权其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投融资主
体，负责棚户区改造融资。

近年来，徐州每年可取得 100
多亿元棚改项目专项贷款，加上企
业债券、上级补助、本级财政补充等
融资途径，筹得棚改资金。2017 年
至 2018 年，共投入棚改资金 197 亿
多元。其中，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7.58亿元；通过国开行贷款、发行私
募债、企业债等方式累计取得融资
授信约 189.5 亿元，融资到账 90 余
亿元，为全市的棚户区改造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棚改项目实施完毕后，再通过
出让地块的方式来偿还贷款，总体
实现了棚改资金的平衡。”王少鹏
说，徐州市还在土地运作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按照“政府拆迁、统一
规划、定向招商、净地出让”的推进
模式，最大限度提高土地综合收益，
并将收益全部用于棚户区改造，土
地增值部分不是开发商占有，而是
全部由被征迁居民享用。通过棚户
区改造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尝试，拓
展了资金筹集渠道，有效保证了棚
户区改造工作的资金需求。

据统计，自棚改实施以来，徐州
市多渠道筹集定销房 926 万平方
米，剩余房源面积约169万平方米。

推进城市转型升级

徐州曾是一座“煤城”。10 年
前，第一批棚改改变了这里矿工们
的生活。在徐州城西一个安置房小
区——卧牛华美风景园内，记者来
到居民李建庭的家。对于这位徐州
矿务集团的退休工人来说，棚改不
止改变了他的居住条件，还彻底改
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过去住在煤堆
里，现在住在花园里。”老李拿出一
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记录了一
家人曾经在低矮潮湿的矿区平房里
居住的场景。如今，曾经的矿区摇
身一变，成为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

棚户区改造不仅为居民开启了
新生活的起点，也为城市打开了现
代化发展的空间。

近几年，徐州东部、南部城区发
展日新月异，西部却相对进展较
慢。作为 2015 年泉山区棚改重点
项目之一的卧牛片区棚改项目总占
地3395亩，涉及6个社区的4145户
居民，该项目的完成为规划泉润公
园、卧牛山体绿化、中小学建设等重
大城建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卧
牛片区棚改，掀开了徐州“西部大开
发”的序幕。

从 2008年至今，徐州还借棚改
之力推进城市产业升级转型，把棚
户区改造和生态建设深度结合，尽
最大可能通过房屋拆迁“退绿”“退
园”“退道路”。

徐州市苏堤南路与西安南路交
汇口的一片破旧居住区，拆除后建
成了绿地停车场；云龙山西坡的棚
户区拆掉后，建成了“十里一色”杏
花景区；马场湖居民区拆了中部，实
现马场湖路西延，打通了中山北路
与天齐南路间的这条重要通道……
而 10亩以下的拆迁项目，土地收储
后一律不再出让，全部用于绿地等
生态建设。

在棚户区改造腾出的土地上，
建设了农贸市场、放心早餐、社区医
疗机构、中小学和幼儿园、公交首末
站、街头绿地等基础性项目，极大地
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建设了音乐厅、
艺术馆、规划馆、文化（健身）中心等
功能性项目，显著提高了市民生活
品质；改造后的户部山、回龙窝、潘
安湖、吕梁湖、九里湖等历史文化片
区及风景名胜区让城市融入了自
然，让广大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徐州市政府棚改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徐州城区国有工矿棚户
区已全面改造完成。未来几年，棚
户区改造重点支持城市危房、城市
棚户区、城市建成区内的城中村改
造。对规划区范围内、建成区外的
城中村，结合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区分轻重缓急，稳
步实施。

江苏徐州将棚户区改造和生态建设深度结合

棚改改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 蒋 波 通讯员 樊海涛

长期以来，徐州全市遍布大小不一、密不透气的简陋棚户区。为彻底改善居民生活

环境和城市形象，徐州大力开展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并实施保障房建设工程。截至目

前，徐州市已实施棚户区改造超过1亿平方米，使52.6万户居民受益。同时，徐州市还把

棚户区改造和生态建设深度结合，让城市变成大花园

徐州市韩山棚户区拆迁安置小区——湖西雅苑小区新貌。 孙井贤摄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从
天津市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获悉：天
津市出台《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财政补
助项目管理办法》，以财政补助激励社
会资金注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领域。

作为天津重要的文化遗产，历史
风 貌 建 筑 是 天 津 城 市 的“ 根 ”与

“魂”。截至目前，天津市确定了6批
历史风貌建筑，共计 877幢 126万平
方米。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建成均
在50年以上，很多甚至超过百年，部
分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构件受损、老
化现象。对此天津市出台《办法》，目
的就是要引导资金进入历史风貌建

筑保护领域，加强社会共同参与，为
延长历史风貌建筑使用寿命、保持恢
复建筑历史原貌拓宽渠道。

《办法》提出风貌保护项目支持
范围，包括历史风貌建筑安全查勘及
传统工艺维修项目。其中安全查勘
项目指为了解历史风貌建筑的完损
程度进行的建筑、结构等方面的检
测、评定项目。传统工艺维修项目指
为保持恢复建筑历史原貌，采用原材
料、原工艺、原尺度维修的项目。已
灭失的建筑按原貌采用传统工艺恢
复重建，且被确认为历史风貌建筑
的，也可以申请补助资金。

天津加大补贴保护历史风貌建筑

北京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 黄俊毅摄

沈阳市鲁迅儿童公园北门拍摄的一座公共卫生间的外景。有无线网络，

能缴煤电费，带空调……这样具有现代化元素的公共卫生间出现在辽宁沈阳

的街头。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本报讯 记者徐达报道：第八届
全国高校“模拟市长”大赛校际总决
赛日前在中央财经大学学院南路校
区举行。

决赛分为“团队情景展示”“市长
终极 PK”两个环节，最终评选出了

“最佳市长”。参加比赛的队伍独具
匠心，分别展示了他们在天津市残疾
人体育健身锻炼现状调查与政策制
定、青岛市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赛邀请市长和
相关领域专家担任评委，让“未来市
长”对话“真市长”，为高校学生搭建

起以市长视角关注社会民生和公共
问题、思考城市治理、展现自我风采
的舞台。参赛学生在提出议题及解
决方案的同时，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政
府管理流程，明晰政府战略与政策制
定准则，为“未来市长”的发展提供指
引和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孙国辉教
授表示：“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需
要与公共管理、城市治理理论共同成
长，‘模拟市长’大赛的举办鼓励了更
多青年关注公共管理，投身政策实
践。”

全国高校“模拟市长”大赛校际总决赛落幕

“未来市长”对话“真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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