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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手
调查

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

社社区区和和园园区区一一个个都都不不少少

在宁津县柴胡店镇东崔
村，硕大的蔬菜大棚，检测、计
量、装卸和仓储一应俱全的交
易市场以及忙碌的菜农，成为
这里最突出的风景线。

2005年被中国市场指导委
员会授予“竞争力百强市场”的
这里，总会在介绍德州两区同
建的建设情况时被提及——— 两
区同建源于2007年东崔村等5
个村的农民自发的实验。

如今正在山东卫视热播剧
《老农民》，成为该村村民时下热
议的话题。十几年前，一如《老农

民》里的村民一样，在吃上饭之
后，琢磨起如何发家致富。

土质、气候等方面些许优
势，让原本只有460多人的小村
抓住，开始扩建蔬菜大棚，办蔬
菜批发市场，修柏油路，开发外
地蔬菜客户，东崔村很快致富。

这让周围四个村庄十分羡
慕，主动要求与东崔村合并。五
个村庄合并之后，形成了2600
多人口的大社区，同时共同发
展蔬菜大棚和批发市场。第二
年，这个社区人均增收2000多
元，村行政开支由原来的11万

元降到了4万元。
村民崔长峰说，农民入股

建市场，把外来菜贩吸引到家门
口的市场里交易，然后按股份从
市场交易管理费中抽成……如
今的东崔村，大大小小的饭店、
超市鳞次栉比，外来贩菜的客商
和打工者络绎不绝。

东崔的自发模式，尽管被
后来者很快超越，但作为第一
个吃螃蟹的社区，这里总会被
提及。“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不
过那也是顺势而为的结果。”崔
长峰感慨。

据宁津县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东崔只是个序曲，以杜
集镇常洼社区常洼村为例，829
位村民就地住进楼房，比东崔
更彻底。后来者居上的例子，还
有很多。对两区同建，宁津的思
路就是，让社区有主导产业，主
导产业有产业园区，让社区居
民能就近创业就业。

相辅相成的同建，要征得
95%以上农民的签字，这种源于
农民智慧的辩证式“同建”，也
成为整个德州市两区同建的最
早实验。

1月15日，65岁的邱振生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话条
理清晰，言语中透露着一股子
豪迈劲儿。

在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袁
桥社区居民眼中，跟国家总理
谈过话的邱振生，是见过大世
面的人。

2014年7月24日，李克强总
理来到袁桥社区考察，同邱振
生等居民聊家常。李克强曾至
少两次就德州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探索作出重要批示。

在没上楼之前，邱振生有
七八间平房，除了种地收入，就

主要靠种梨树、苹果树的收成
了。

从1978年到2008年，种棉
花、种果树的日子持续了30年，
他家所在的袁桥村，从陵县划
给了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如
今连陵县也已撤县设区，变成
陵城区。

2009年，邱振生家150多棵
果树被砍掉，2010年开始村里
开始盖起高楼，2011年他分到
三套楼房。他成为社区保安员，
66岁的老伴成为社区保洁员，
两人加起来月收入近2000元。

就地转身上楼，在窗明几

净的楼房里，学校、卫生院、广
场、集贸市场等城市色彩，慢慢
涂进邱振生的生活。

每到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村
里老人都发钱，今年元旦之后，
每个75岁老人每月发100元补
助，让邱振生看到村集体经济
开始反哺村民的曙光。

袁桥社区书记宿士利介
绍，这些钱来源于沿街门市、集
贸市场租金的回收，属于村集
体收入的一部分。其实，通过土
地流转，袁桥镇已经引进规模
以上企业有40多家，中小企业
有200多家，土地资源的腾挪和

集约化利用，是村民增收的有
效途径。

起初，袁桥社区3000多户
6000多人住进楼房，社区的建
设资金是通过BT模式解决的，
投资建设单位拿到的也不是
钱，而是政府划给一块可供商
业开发的土地。

而德州“两区同建”的资金
主要来自政策性资金(农村危
房改造、土地整理等)、统筹性
资金(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
所产生的土地收益)、社会性资
金(社会力量和企业投资)等，其
中主要是统筹性资金。

日前，中央编办、财政部等
11部委下发《关于印发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确定德
州入围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

德州“两区同建”为中国城
镇化转型提供了范例，根据方
案，德州的试点目标是，到2020
年，常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
别达到60%、47%，完成30万人
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约50万农村居民点居民享受基
本均质的公共服务。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德
州何以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样
本？

据介绍，德州市有农村人
口403万人，占全市的70%。全市
行政村多达8319个，500人以下
的村占到57%，人口最少的村仅
有29人。通过两区同建，2009年
底，村庄减少60%。

以陵城区为例，目前全区
13个乡镇(街区)全部完成了规
划修编，已开工建设20个农村新
型社区，已投资27 .9亿元，建设楼
房20348套，建设面积251万平方

米，省市验收土地指标1889亩。同
步建设产业园区45个。

对此，陵城区农办主任李
宪军深有感触，如此大面积大
规模的两区同建都是需要农民
签字的，农村新型社区和产业
园区相辅相成，少了哪一个都
不行。

德州市农工办督查科李永
强告诉记者，数量的积累之后，
在质量上取得了量变，印证了
德州市新型城镇化的生命力。
德州只是让生产关系更好地适
应了生产力。

据统计，“两区同建”撬动
了德州市新一轮经济增长。地
区总产值连续4年(2009至2012)
保持了近12%左右的高速、持续
增长；近3年的财政总收入保持
了20%以上的高增长；与此同
时，市民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差
距不断缩小，由2009年的2 . 6：1
缩小为2012年的2 . 3：1。

在《通知》试点规划中，德
州力争在2017年取得阶段性成
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

30多岁的王鹏有一副好
身板，还有一身好手艺，农闲
时他会到各处的工地上揽活
干。一年下来，加上农田里的
收成，能挣十来万元。

去年开始，王鹏户口所在
的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果园
村，将他的养老保险缴费额度
由100元提高到了300元。

王鹏又拿出近3000元，提
高了自己的年缴费额度。这样
一来，他个人账户累计部分就
会多一些，交的多最后得到的
待遇高。“到我60岁，也能跟城
里人一样，每个月领好几百元
的养老金了。”王鹏说。

“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没
有种地的打算。”李宪军说，就
陵城区来说，目前小麦生产的
机械化率达到100%，玉米生产
的机械化率达到80%以上。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普遍
提高，结余出大量劳动力需要
转移，过去是向大城市转移，
现在是向二三产业转移，搭建
一个承接劳动力转移的平台
和载体。两区同建的开展，使
以上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当然，农民搬进新居后要
住得好、感到幸福，必须能稳
定就业并有持续的收入来源。
产业园区是居住社区的支撑，
没有配套的产业园区，新建社
区就会形成新的“空心村”。

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工职
业技能培训、城镇保障性住房
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等相
关政策，就都是让已经搬上楼
的农民，更好地变成市民。

记者从德州市发改委县
域办获悉，德州市向国家部委
提交的《山东省德州市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方案》曾提
出，2020年底，中心城区“一心
四极”框架形成，有条件的县
改市全部完成，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基本到位。

新型样本新在哪

日前，中央编办、财政部
等11部委下发《关于印发国
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
的通知》，确定德州入围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社区为园区腾出了土
地，园区则为社区提供了产
业支撑。社区和园区，并非一
步之遥，而是一个都不能少。
目前这种两区同建模式，在
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德州焕发
出勃勃生机。

老农民的智慧

地没了钱从哪来

成为市民

早已成必然

▲袁桥社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典型，曾在2014年7月份
被作为李克强总理视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地点之一。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N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