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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长沙飘着雨，但对长沙市
岳麓区居民熊建业来说，搬进新居后的
每一天都是艳阳天：“我们家终于圆了多
年的‘安居梦’！因为棚改，我们去年底
住进了新家，现在小区上下楼有电梯，出
门有超市，还有健身房、游泳馆等配套设
施，我太满意了。”68岁的熊建业原来住
在麓山路二里半的长沙市食品公司宿
舍，“四层楼里住了近40户，大家共用二
楼的一个公共卫生间，极不方便，一些房
子还存在安全隐患。住的大多数都是退
休职工，拿不出钱买新房，多亏政府实施
棚户区改造工程，才让我们梦想成真”。

近年来，长沙市多措并举强力推进
棚户区改造，创新推动“四增两减”“市级
统筹”“有机棚改”、货币化安置等举措。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累计 23.97 万户居
民告别低矮的棚屋和破旧简陋的筒子
楼，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特别是2014
年至2018年新一轮棚户区改造期间，完
成改造13.09万户，为力度最大、体量最
多的时期。棚户区居民人均拥有住房面
积由改造前的14平方米提高到改造后的
29平方米。

拥挤的窄巷，开不进一辆小汽车；破
旧的房屋，容纳着一家三代人……城市
的发展日新月异，但还有一些困难群众
住在破旧的棚户区。“棚户区改造不仅让
城市旧貌换新颜，更让老百姓的住房条
件得到显著改善。”长沙市住房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棚改过程中，长沙市始
终坚持“增加公共绿地、增加公共空间、
增加配套设施、增加支路网密度，减少居
住人口密度、减少开发强度”的“四增两
减”原则，实行城市立体化改造，城市开
敞空间大幅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城市功能更为完
善，居民生活环境更为舒适宜居。2014年至2017年，该市
已有 407亩棚改项目腾出的土地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坚持因地制宜，实施“有机棚改”，避免大拆大建，最大
限度维持原有风貌，传承历史文化，留住街坊乡愁。

青砖老宅，仿古挑檐，雕花门窗，老街区的一砖一瓦
都承载着老长沙人的记忆。“我从小生活在天心阁旁，如
今，天心阁没变，我家的老房子也没变，但周边的环境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 岁的何建萍是天心区县正街
的一名老居民。她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家门前污水横流，
淤泥堆积，60 多口人共用一个公用水龙头和公共厕所。
随着天心区实施有机棚改，片区居民危旧房屋重新改建，
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古宅古景得以修复，老街焕发出新的
生机，成为集中展现长沙传统人文风貌的“城南故里”。

棚改需要大量资金，钱从哪里来？记者了解到，长沙通
过建章立制确保棚改资金风险可控。一方面，建立棚改资
金池，用足用好棚改政策性贷款，2014年至2017年共筹集
棚改资金 420.77 亿元；另一方面，建立“市级统筹、整体平
衡”资金模式，设立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统筹用于棚改
支出；此外，通过建立市、区两级棚改资金盈亏分担机制，对
区政府组织实施的棚改项目按照市、区两级 8∶2比例共同
分担盈亏；建立资金调度机制，通过完善支付流程、调剂用
活资金等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记者了解到，棚改在维护长沙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为长沙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发挥了积极作
用。2014 年至 2016 年，当地房地产市场库存积压严重，长
沙抓住有利时机，推行“货币补偿”为主的安置政策，给予上
浮奖励、选择货币补偿奖励、寻找房源奖励、发放棚改安置
补贴等，最大限度调动居民选择货币安置的积极性，引导和
鼓励棚改户到市场上选购合适的商品住房，有效地消化了
库存。2016年底开始，长沙房地产市场波动，为配合对房地
产市场的调控，及时出台政策建设棚改定向安置房、限价商
品房、人才公寓等，增加市场供给，平抑房价。2017年，长沙
出台措施，通过采取市、区政府平台公司直接建设、政府与
开发企业合作建设、开发企业自行建设等多种模式，启动定
向限价商品住房建设，为棚改项目提供安置房源。目前，该
市建设棚改定向安置房源14个项目8706套。2018年第一
批定向限价商品房已开工7个项目3564套，第一批人才公
寓已开工15个项目10492套。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2018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报，对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130项典型经验做

法给予表扬。天津市红桥区、江西省上饶市、湖南省长沙市名列其中。这3个地方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探

索形成了棚户区改造经验，可资借鉴。近日，本报记者对3个市区进行了调研——

2018年底，天津市红桥区棚改“三
年清零”最后一个项目——金潞园片区
正式启动协商搬迁。至此，红桥区棚改
全部项目均已开始改造，并稳步推进。
2019 年底全部改造完成后，红桥区 3
万多户居民将“出棚入楼”，喜迁新居。
两年来，天津市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
行动计划，已累计完成 108.1 万平方
米，占总任务量的74%。

金端午出生在天津红桥区西沽
南，在这里住了 60 年。他告诉记者：

“老胡同、砖瓦房，家家户户都要用烟
筒、炉子取暖，成就了我打铁的手
艺。但搬出西沽南棚户区，也让我盼
了30年。”

在棚户区，不足1米宽的胡同，串
联起一间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雨
季时，屋外大雨滂沱、屋内小雨不断。
为什么拆不动？

天津市红桥区分管棚户区改造的
副区长李丽玲坦陈：“这么多年了，不
是不想拆，而是西沽南这里拆迁难度
极大。”

紧靠北运河，身后是西沽公园，
西沽南的地域环境、地理位置比较
好。但开发商来了一算经济账，开发
收益不抵投入支出，没人愿意接这个
项目。

红桥区是天津市棚户区改造任务
最重的区，这其中剩下的棚户区，大
多都是“啃不动”的“硬骨头”。

为此，天津推出了三级财政平衡的
新模式：棚改地块如果自身收支难以平
衡，就用区里其他项目土地出让的收益
冲抵项目的资金缺口；区里平衡不了
的，就在天津全市棚改范围通盘考量；
再有的缺口，由天津市来兜底。

据测算，红桥区西沽南项目改
造，需要投入 125 亿多元，预测未来
土地出让能收入58亿元左右，经过区
内平衡，红桥区决定用其他棚户区土
地出让的资金来支持西沽南棚改。

2018 年 6 月，天津市财政局招标
发行 15 亿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期限

5 年。这意味着，首单棚改专项债花
落天津，用于支持红桥区棚户区改造。

棚改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的一个创新品种，募集资金专门用于
棚户区改造，偿债资金来源也是棚改项
目对应的相关收入。与一般的地方债
相比，棚改债在偿债资金来源、期限、特
殊条款等方面具有不一样的特征。

天津市红桥区财政局副局长王宏
凯告诉记者：“我们把西沽南项目和西
于庄项目打包，共同设计债券发行方
案。从这两个项目整体来看，收益和
融资达到一个平衡要求。”

红桥区棚改专项15亿元债券发行
后，共吸引了 7 家金融机构，购买额
度 40 亿 元 ， 全 场 认 购 倍 数 2.6 倍 ；
2018年9月份，红桥区再次发行了22
亿元债券，13家金融机构一共购买了
176亿元，全场认购倍数则达到8倍。

天津市红桥区区长袁家健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有了棚改专项债券的资
金支持，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计
划我们有信心全部完成。”

红桥区棚改任务占天津全市总量
的 47%，总面积达 69.63 万平方米，涉
及项目 21 个、居民 3.09 万户。自棚户
区改造“三年清零”计划实施以来，红桥
区已经完成50余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改
造任务，近2万户居民搬进新居。

为给棚户区居民提供更大的选择
空间，红桥区统一管理、集中调配安
置房源，集中购买双青新家园、文瑞
家园等各类安置房 1.5 万套，筹集商
品房项目1580套，弥补房源缺口。下
一步，还计划选址、筹建一批定向安
置商品房，推动其尽快投入使用。

在推进棚户区改造时，天津红桥
区积极创新棚改工作模式，适应群众
多元化、差别化安置需求。红桥区住
建委主任于鹏洲告诉记者：“为更好地
解决群众生活难题，我们在居民就
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多个方
面实施‘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让老
百姓能够真正通过棚改改善生活。”

2016年，江西省上饶市提出“用三
年时间，对全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城市棚
户区、城中村和老旧住宅区进行全面改
造，实现应改尽改”的工作目标。截至
2018年底，全市3年来共实施城市棚改
9.6 万套，约 30 万城镇居民“出棚上
楼”，征迁面积 1740 万平方米，超额完
成下达的任务，棚改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日前，记者在上饶市调研发现，该
市以创新为引领，运用“和谐+”“融资+”

“党建+”等机制，破解了征收、安置、资
金等难题，探索出一条棚改新路径。

玉山县七里街是位于县城大西门
七里外的一条百年老街。住在七里街
对面安置房里的吴阿伯兄弟俩是七里
街的老居民。他们说：“以前的七里街，
瓦房密密匝匝、低矮破旧，道路狭窄不
平、污水横流。邻居们早就盼着改造
了！”如今的七里街，已经是一片仿古建
筑群，商铺林立，美食飘香，被评为江西
省美食特色街，成为当地一大亮点。

坚持把棚改与历史文化保护、旅游
开发相结合，已经成为上饶棚改的一大
特点。余干县环琵琶湖棚改项目着力
打造全省一流城市湿地公园；铅山县河
口老城区棚改项目着力还原明清古街
风貌；婺源县大庙街，原来“脏乱差”的
棚户区变身为如今的城市名片……这
些变化，是棚改最好的政策“广告”。

上饶市紧紧围绕改善人居环境，促
进城市转型，坚持“老城区棚改减法、新
城区棚改加法”的原则，精心编制棚改
专项规划。同时全方位调查摸底、收集
民意，棚改方案、征收方案等关键内容
主动邀请群众参加，依照群众意愿一条
一条议、一条一条改，从而形成实惠看
得见、群众都满意的实施方案。广丰区
邀请当地居民参与，成立违法建筑拆除
理事会，通过居民自我管理，充分激发
群众投身棚改工作、共建美丽家园的热
情，推进了棚改进度。

“棚改为我们改善了居住环境，我
真心感谢政府，支持棚改。”上饶县旭日
街道开山村村民陈重园说。他家的房
子年久失修，一家几代人住在一起；周
边里弄小巷狭窄，排水不畅，遇到下雨
天常常积水，出行不便。当地实行棚改
后，征迁干部告诉他，安置小区周边规
划有休闲绿地、学校等设施。陈重园很
开心，并很快签了征迁协议。

上饶市始终把群众利益考虑在前，
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最大限度保障征迁
户利益；提供人性化服务，组建志愿服
务团队，在法律援助、帮助搬家等方面
提供无偿服务，解决群众后顾之忧；优
先帮扶困难群体，确保征迁户生活水平
有所提高……在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
引导下，征迁户由“要我棚改”悄然向

“我要棚改”转变。为民棚改，赢得了
民心。

“现在拆迁很公平，大家标准都一

样，我不用担心早拆会吃亏，所以早早
就把征迁协议签了。”广丰区丰溪街道
棚改户潘建军说。

上饶市始终把依法征迁、阳光征
迁、公平征迁贯穿整个棚改征迁工作全
过程，严格原则、标准、程序、操作，不断
提高征收和谐指数。在棚改工作中，始
终坚持一个方案管到底、一个标准执行
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先签约吃
亏，后签约得利”等不公平现象，真正做
到公平、公正、公开，让群众彻底打消
顾虑。

棚改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旦
“动真格”，群众都会顾虑重重。这时，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员干部拆
不拆，成了改造工作能否顺利推进的

“风向标”。2018 年 3 月，信州区北门
街道龙潭棚改项目启动，项目部在工作
之初也遇到征迁户持观望态度、工作一
时难以推进的困局。为了打消部分群
众“先签约吃亏，后签约得利”的想法，
项目部积极动员当地村干部带头签约
支持棚改。在村干部的带动下，群众没
了顾虑，征迁工作得以快速推进。

各类违法建筑是对公平公正推进
棚改工作的最大挑战。为打击各类违
建行为，上饶各地出台控违拆违问责办
法的同时，使用无人机控违，引入航拍
图像自动比对系统，实现违建巡查“零
死角”、违法建筑“零增长”、违建行为

“零容忍”；对纳入改造的棚改项目区
域，派人盯守，严密防范顶风搭建违法
建筑；对未经规划部门审批的各类存量
违建，一律拆除、不予补偿。

针对安置难问题，上饶积极创新
“货币+”机制，全力推进棚改进程。实
行“货币补偿+奖励”，在控制安置面积
的同时，提高货币补偿奖励标准，吸引
征迁户主动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实行

“货币补偿+多样安置”，被征收人可以
选择纯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
调换；实行“货币补偿+去库存”，中心
城区、上饶县、玉山县等地出台购房补
贴政策，征迁户购买商品房可享受购房
补贴。

推动棚改，资金是保障。上饶市创
新融资方式，拓宽筹资渠道，变“单一
筹资”为“多元筹资”。期间，上饶积极
做好“三个发挥”：发挥好开发性金融
主渠道作用，大力争取棚改贷款资金
特别是国开行和农发行的政策性贷
款；发挥好投融资平台主阵地作用，以
棚改项目为募投项目向华融证券、平
安证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通过市城
投集团和上投集团等平台，发行中长
期债券，筹集棚改资金；发挥好财政资
金主推手作用，除市县财政安排资金
外，大力争取国家有关棚改专项补助
资金等，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棚改项
目。多元筹资、多方合力，为棚改工作
提供了保障、积蓄了力量。

民以居为安。有了安全舒适的居

所，老百姓才会安心工作和生活。棚户

区改造是一件关乎民生福祉的大事。当

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现代化居民小区

拔地而起时，仍有相当数量的困难群众

住在城市中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中。棚户

区道路泥泞，很多都使用公共厕所，屋顶

因为年久失修而漏雨，棚户区居民对改

善居住条件的期望十分迫切。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

工作。2008年至2017年的10年间，全国

棚改累计开工 3896 万套，帮助约 1 亿人

“出棚进楼”。其中，2013 年到 2017 年，

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全

国棚改完成投资约 6 万亿元，6000 多万

居民“出棚进楼”，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

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2018 年，我国继续扎实推进棚户区改

造，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全国棚改已开

工 616 万套，超额完成 2018 年 580 万套

的目标任务。

居住条件改善了，棚改受益群众的

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棚改居民们连

连感叹，多亏党的政策好，让大家可以住

进整洁明亮的楼房。不仅居住条件改善

了，他们的心情也随之舒畅了，尝到了棚

改带来的甜头，生活更加有奔头。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的介绍，2019 年，我国将继续推进棚户

区改造，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准，重点

改造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

矿区、林区、垦区棚户区，加大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严格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确保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全年任务。

棚户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又是发

展工程。棚改不仅改善了住房困难群

众的居住条件，住房的建造、城市土地

重新整理和规划，也为拉动地方经济、

完善城市发展环境带来了新的契机。

必须把好事办好，让棚改切实发挥好其

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

将惠及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好事办好
□ 亢 舒

专项债券助万户居民“出棚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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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改后的天津市红桥区和苑西区安置房社区。 王屹然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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