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若解解农农民民后后顾顾忧忧
并并进进城城里里才才好好呢呢
一位镇长眼中的三种城镇化模式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其实城镇化的关
键问题是解除农民的后
顾之忧。”牟平区水道镇
镇长丁波说，农村的城
镇化、农民的市民化，离
不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
系以及观念意识的转
变。这些东西不转变，永
远做不好。

分水岭村之所以叫“分水
岭”，是因为这里的地质特殊。

“河里的水在这里分流，以此为
界限，分水岭以南水向南流，分
水岭以北水则向北流。”丁波说，

“这一独特的地理文化，我们应
该好好利用，我们打算把将来的
农业产业园，就命名为分水岭生
态农业产业园。”

走到这里的一个作家采访
团被这里的美景吸引，一位作家
说：“分水岭是水的分水岭，也可
以上升到一个文化的概念，威海
有‘天尽头’，海南有‘天涯海
角’，咱们这儿有分水岭，也可以
是人生的分水岭、事业的分水
岭。这次并村，就是分水岭村的

‘分水岭’，大家可以过来旅游，
都可以讨这么一个‘好彩头’。”

听了这话，石硼村和分水岭
村的带头人们干劲儿更足了，一
定要做好“分水岭”这个产业品
牌，打造一个绿色农业观光基地。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分水岭村
的“分水岭”

家住西直格庄社区的尹大
娘已经提前享受到了农村新社
区的好处了。“以前我们村是矿
区，地下都挖空了，地面都在下
沉，低矮的泥瓦房每面墙上都有
裂缝。”今年84岁的尹大娘现在
一个人住进了120平米的楼房，
三室一厅，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老伴去得早，没赶上啊！感谢上
级组织的关怀，我现在很知足，
三个大屋子，冷了我就睡有炕的
那个屋，热了我就去南边有落地
窗有大床的那个屋，剩下的那个
屋留给子女回来住。”

虽然是84岁的高龄，但尹大娘
每天都从4楼上下好几次，身子骨
很硬朗，用尹大娘的话说：“赶上了
好时候！没事就下午和老姐们儿
聊天，晚上还可以看广场舞，小区
都有打扫卫生的，很干净，不像以
前村里草垛、垃圾随意堆放。”

老人有三个儿子两个闺女，
都不在身边，小儿子两口子还在
韩国。当问及“孩子多久回来看
您”时，老人说：“好几个月都看
不到，孩子都忙，小儿子在国外
也不方便。”说着，胸前挂着一大
串钥匙的尹大娘沉默了一会，望
着远处的一山青翠，若有所思。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农村新社区
生活够滋味

水道镇有三种

城镇化模式

“石硼村、分水岭村合并后，
行政区划怎么处理？”这是许多
人关心的问题。

“去年12月2日，正式签了
并村协议，现在还是各村有自
己的班子，但保持紧密联系，等
着明年换届选举统一选出新的
领导班子就可以了，然后上报
省民政厅，取消分水岭村的行
政村编制。”牟平区水道镇镇长
丁波说。

那不是将水道镇的地盘送
给人家宁海街道了吗？如果都这
样，你这个水道镇的镇长还是镇
长吗？许多人问丁波。

“都送出了好不好？我觉得
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就好。再说
了，土地都是国家的，要有大眼
光，真的都这样搞成功了，那我
高兴还来不及呢！如果有机会，
我倒希望我到烟台市去推销我
们的村，让我们的村民都搬进烟
台市里，那更好！”

在丁波看来，城镇化有三种
模式，一种是政府出资并村建社

区；一种是工业化，大企业出资
建小区；还有就是这种城乡联
姻，互利共赢。

其实在小小的水道镇，三
种模式都有。

2011年，水道镇就投入2800

万元建设了全区第一个农村社
区西直格庄社区，“现在西直格
庄的100多户村民已经搬进了楼
房，考虑到农村的特点，楼里面
建有灶台和土炕，还配有专门的
农机仓库。”丁波说。

但这2800万元争取到可不
容易，其中1200万元是根据“土
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国家补贴
的，600万元是企业赞助的，还有
1000万元的缺口，只能自己想办
法。一个经济基础还可以的乡镇
都犯愁，何况情况一般的镇呢？
这种模式，政府心有余而力不
足。

在水道镇政府驻地西侧，
正在建设的是当地支柱企业恒
邦集团牵头建设的黄金小区，
建成后将有四五个村合并搬进
这里。

“作为上市企业，恒邦有这
个实力，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
样的企业。”丁波说。

“这是一种

可持续的模式”

“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解除
农民后顾之忧。”丁波说，农村的
城镇化、农民的市民化，离不开生
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观念意识
的转变。这些东西不转变，永远
做不好——— 这大概也是许多地
方之所以出现“逼农民上楼”的
弊端症结所在。所以，最好还是
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并运用市场手段来城镇化。

“通过市场之手实现城镇
化，是一条合适的道路，可以避
开单纯的行政合并带来的弊端。
城中富村有钱无地，乡间穷村有
地无钱，城乡联姻，盘活土地，激
活产业，不但可以使农民在城镇
化之后的长远生计有了根本保
障，还可以解决农村‘空心化’和
养老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
种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烟台
市委常委、牟平区委书记王中
说，水道镇闯出了新农村建设的
一条新路，成绩有目共睹，创新
经验宝贵，实现了农民、农村、社
会治理的多赢。

新模式走起来

也不是一帆风顺

目前，虽然各方看好，协议
也已签署，但合并显然还有更长
的路要走。按照协议，分水岭村
所有村民今年4月底前就要全部
迁到石硼村，但实际上遇到了一
些困难，分水岭村村民目前还不
能进城“上楼”。

还有一个问题是，村庄合并
建社区能享受到宅基地复垦每
亩20万元的政策补贴，以及新农
村建设每户4万元的政策补贴，
那么，这种跨镇域的合并是否也
能享受到？据了解，目前尚无相
关政策。此外，按照民政部门规
定，行政村户籍全部转出后要申
请撤销名称，但是“分水岭”这个
名字自元朝起就一直在沿用，在
当地很重要的地标意义，如何保
留需要界定。除了这些，还有一
个摆在眼前的难题就是，因为合
并能带来利好，所以，分水岭村
有许多户口不在村里的媳妇要
求迁入，但这些新迁入的只能享
受福利，不能享受股份，需要老
百姓理解。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
了，村里我这样的都算年轻的。”
正在自家门口纳凉的老于说，村
里已经多少年没有分宅基地了，
现在的房子还是十几年前盖的
泥瓦房，村里平均劳动力60岁，
再过几年恐怕都种不了地了。说
起并村，老于说：“上级的政策是
好的，但就怕走样，我们将来去
人家那里，人生地不熟的，心里
还是感觉有点那个……”

“但整体上是个好事儿啊，
起码老百姓现在就能感受到好
处了。”老于的媳妇在一旁插话
说，“以前什么时候见过村里过
年过节分过福利？一个鸡蛋一斤
肉也没有啊，这不去年村里每家
每户都分了东西，水果鱼肉。要
不是和人家合并了，上哪儿去拿
福利？”大家相视一笑。

相比这些，大家更关心将来
要分到的楼房，按照协议，原分
水岭村村民的平房按照1：0 . 8的
比例，统一在石硼村开发的领海

公馆置换成90平米左右的楼房，
并以每平米1145元的价格实行
多退少补找差价，每户搬迁户可
以得到6000元的搬迁拆迁奖励。
如果不愿进城，也可以按面积1：
1的比例就地安置。

“其实人老了，在哪里住都
一样，不过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待
在城里，儿子正愁结婚没有婚
房，没想到这下全齐了！”一位村
民笑着说，“将来我就在合作社
里打工，挣工资了，有保险，也给
孩子们减少负担。”

不光这样，合并后每位村民
每年都会领到一张1000元的供
应证，生活用品都可以到村里的
供应点持证领取。“村里还考虑
到村民的生活习惯，在小区里统
一建立了洗衣房，可以到洗衣房
洗衣服。”石硼村支部书记李福
林说，目前小区正在加紧建设，
等建成了，村民就可以抓阄分房
了。

邻近几个村得知分水岭村
被合并的消息后，都很羡慕：“如
果我们也被合并那该多好！”

村村民民眼眼里里的的““合合并并””：：孩孩子子婚婚房房有有着着落落了了

政府直接出资建设的西直格庄社区。村民们已经搬进了
宽敞明亮的楼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由镇里上市企业恒邦集团投资兴建的小区已经开
始动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石硼村旧村旁边正在建设新小区，这里也是并村
后分水岭村村民将来的家。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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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镇“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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