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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对于它的改造一直在进行。在城市流光溢
彩的夜色中，城中村似乎是黯淡的。不过，这种情况将要改变。今年，济南要改造92
个城中村。从村变居，从村民变居民，生活在城中村里的人们有什么期盼？改造的
过程又有哪些难题？连日来，本报记者兵分四路深入村居，聚焦改造带来的变化。
即日起，本报推出“再见，城中村”系列报道，聚焦城里的村和村民们。

夹夹缝缝中中的的新新生生活活

城中村改造，比村变居
更受关注的是村民变市民。
上了楼，他们如何适应城市
生活？除了保障房的收入，这
些新市民靠什么来增加收
入？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本报
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走进刘智远村，一路看到的
是顺着大街小巷流淌不息的肥皂
水等生活污水。“都说刘智远村
好，满街污水跑，老头老太太都摔
倒……”刘智远村一位八旬老太
太向记者念叨起自编自嘲的顺口
溜。

在贯穿村里南北、长一两公
里、宽三四米的主路上，更是一路
泥泞，路边不少地方还长出了青
苔。70多岁的村民李先生说，“村
里没有下水道，常年都这样。”

多名村民向记者表示，盼着
旧村改造，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只
是不太了解具体的政策，存有顾
虑。

“当初搬的时候，说是两三年
就能回去，现在已经4年多了还没
搬回去。在这里的租金是每年
2500元，我们两口子每个月有600
元的租房补贴，还能余出来不
少。”在刘智远村里租住的邻村北
胡村村民尹女士有一点抱怨，但
也掩饰不住喜悦，“这几年我们经
常跑回去看房子盖得咋样了。现
在终于盖好了，这月26日我们去
抓阄，然后装修完就可以搬回去
了。”尹女士“守得云开见月明”，
让旁边的两名刘智远村村民多少
有些羡慕。

与北胡村只有几百户居民相
比，刘智远村有1700多户、5000多
人，改造难度更大。

本报记者 修从涛 王倩 肖龙凤

近日开始实施的《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意
见》指出，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
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机制。

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还将全部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符合城市最低
生活保障、城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以及其他社会救助标准的，依法享
受相关社会救助。

就业方面，城中村居民将纳入城乡就业扶持的重点范围，通过鼓
励创业、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加大政策支持等措施，促进城中村居民
充分就业。

城中村居民纳入

就业扶持重点范围

相关链接

就在刘智远村村民期盼改造
的同时，不少村子的村民已住上
了新楼。2005年启动改造的牛旺
庄如今已变成了漂亮的牛旺社
区，原先的村民也变成了居民，大
家的生活习惯正逐步发生着变
化。对此，牛旺庄社区居委会的王
茂民深有体会。

“8年前的牛旺庄还没进行旧
改，村子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荒
草野坡，破砖烂瓦常见，房子很
矮，道路很窄，农闲的时候村民喜
欢靠在墙根晒太阳。建成社区之
后，有了社区广场和阅览室，大家
闲暇时都喜欢参加活动。”王茂民
说，到了晚上，社区广场上的热闹
程度可以媲美泉城广场。

牛旺庄旧村改造过后，建起
了一个3000多平米的社区大广
场，广场划分了活动区、休闲区和
健身区，在广场南部有两个大篮
球场，广场北面的假山附近搭建
了一个供居民表演用的小型舞
台。“广场东面有网球场和门球
场，还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呢！”
居民王大娘说，这里的老年人门
球队可厉害了，曾经在市里组织
的比赛中拿过第二名。

在牛旺庄社区的西北处，有
一个免费的图书阅览室，面积有
300多平米，藏书大约7000本。王
茂民介绍，阅览室除了供大家阅
读外，还配备了10台电脑，为居民
提供便捷的上网阅读服务，“闲着
没事的居民，也喜欢到这里来转
转、看看书。”

村庄变社区，村民变居民，短
短10年不到，在省城像贤文、牛旺
一样，经过旧村改造之后发生翻
天覆地变化的村庄还有不少。在
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繁荣变化的同
时，从村民演变而来的这些居民
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适应，他
们的一些心态和想法正逐步发生
着变化。

近日，家住牛旺社区的李大
爷正在犹豫，春天到了，他还要不
要像去年一样把楼下花坛的空地
种上菜。“空着地种草多浪费，种
点儿菜多好。”李大爷说，他干了
一辈子农活，看到闲着的土地就
觉得不舒服，“可是周边的邻居都
反对，大家都说这里是公共绿地，
不能随便种东西。就连我在楼下
用柴火烧水也会遭到投诉。”

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安置
房在建设之初，周靳郭新苑小区
规划了绿化带、花园，但有的绿化
带内却被种上了香葱、韭菜等蔬
菜，在一些单元楼的楼下，则堆放
了木柴、破旧家具等物品。

说到这些，王舍人街道东周
家村党支部书记周元祥表示，不
可否认，有少数村民还没有适应
现在的生活，以绿化带内种菜、乱
堆乱放为例，也跟村民之前常年
的耕作、生活习惯有关。

“说实话，现在没有地了，看
到花坛里这些土地，就想种点青
菜，不然太可惜了。”一名居民告
诉记者，和她的想法差不多，很多
人也抱有这样的想法。

“城中村改造之后，村民住上
了楼房，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村
民的再就业问题。”周元祥说，村
里四五十岁的村民大多没有技
能，再就业成了难题。“不能让大
家闲下来，没有事情做容易出现
问题。”周元祥说，从这个角度出
发，也为了让村民能够尽快完成
由村民到居民的转变，他们格外
注重对村民精神文化素质的培
养，比如在小区里建设文化娱乐
广场、老年活动室、书画室、图书
室等，村里还组建了扇子舞、太极
拳表演队伍。

“由村民转化为居民，不仅仅
是住上楼房这么简单，在思想、生
活环境、保障等方面，也要完成由
村民到居民的转变。”周元祥说。

与牛旺社区李大爷的“烦恼”
相比，家住贤文花园小区的隗大
哥更为着急。“现在没了土地，只
能想法子到外面打工，可咱都40
多岁的人了，没有什么技术，也就
能干点体力活。”隗大哥说，尽管
每年都能拿到政府所给的失地补
偿，但他觉得自己不能游手好闲，
应该有个营生，“曾经做过小菜
贩，在社区周边摆摊，但是城管经
常赶。”隗大哥说，他虽然住上了
像城里人一样的楼房，但他内心
更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除了就业，做了半辈子农活
的王晓有着跟隗大哥一样的焦
虑，但她觉得，虽然她跟城里人在
心态上还是不太一样，但她现在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孩子教育好，

“让他在楼房里长大，跟城里孩子
一样学习，过城里人的生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城中
村改造完成后，房屋的维修问题
也是接下来面临的难题，与城市
销售的商品房不同，这些安置房
没有公共维修基金。

还有更为直接的问题，村民
搬进楼房之后，与之前住在村里
各自院落不同的是，住在小区的
村民还需要交纳物业费、水费。

“我们现在用的是自备井的水，每
方2元钱，物业费合到每平米0 . 4
元，电费则直接与供电公司对接，
与之前差距不大。”周元祥介绍。
而对于增加的这些物业费、水费，
最初也有一些村民不配合，因为
之前住在村里不需要这些支出，

“我们得不断引导大家的观念，同
时把小区建设得更漂亮、整洁，大
家也能感觉到这些支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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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2日上午，刘智远村
村北的保障房项目所在地仍在施
工。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下图：周靳郭新苑小区的
环境较为整洁。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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