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梦人：李红英
官扎营棚改片区居民

在外面租房已经五年了，虽
然房租便宜，但是没有电视、没有
空调、没有热水器。平时为了解闷
儿，只能听听广播，想要洗澡，只
能出去花钱洗。

如今，眼见着当初的破棚子
成为环境优美的高楼，我心里就
急盼着能早日住进去。铺铺瓷砖、
买些家电，之后也就冬不怕冷，夏
不怕热，能在自己家洗个安稳的
热水澡了。

本报记者 喻雯
见习记者 唐园园

“国有土地上的棚户区改
造政策将出台。”10日，济南市
人大代表、济南市规划局局长
贾玉良说，济南棚户区还包括
一些城中村，此次出台的改造
政策不包括这些村。

贾玉良说，按照国务院《关
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
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要求，济南市谋划了
新一轮棚户区改造思路，进一
步优化棚改体制机制，推动棚
户区改造加快实施。

“目前《济南市旧城更新专
项规划》（含棚户区改造专题）
已基本编制完成，顺利通过专
家论证，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贾玉良说，“未来将
加大重点项目包装策划力度，
调动政府、平台和市场主体的
积极性，利用多元化资金提升
城市功能。”

此外，在全市的旧城更新
工作上，济南市将推动旧城更
新重要项目实施。落实纳入省
级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的安置房建设任务。
确定近期重点更新项目，建立
定期调度机制，研究解决重点
问题。组织启动摸底、成本测
算、项目招标等工作，完成重点
项目包装策划正式成果。协调
市城管、商务部门、各区政府研
究试点整治思路，推动重要街
道综合整治和特色街道打造。

贾玉良说，围绕推进棚户
区改造的总体目标，对棚户区
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在推进棚户
区改造中的各项工作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客观反映棚户区改
造推进情况，济南市还研究制
定2015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
考核试行办法。考核实行指标
量化百分制，重点考核棚户区
改造任务完成情况、建设手续
办理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工程
建设情况和工作衔接配合等五
项指标(总分100分)。以各项指
标总得分为最终评定结果。责
任主体有多个项目的，按照等
权平均比例计算。

具体来看，考核采取集中
听取汇报、查阅有关资料、实地
察看等方法进行打分。按照考
核内容量化评分。满分为100

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考核总
得分90分以上(含90分)为优秀，
80分-90分(含80分)为良好，60

分-80分(含60分)为合格，60分
以下为不合格。

“考核评为不合格的责任
单位，由市领导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约谈，并在一定范围内通
报批评，责成主要负责人及项
目负责人向市委、市政府作出
书面检查。”贾玉良说，考核工
作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
由市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
规划局、城乡建委、房管局六部
门相关人员组成考核工作组，
同时邀请省棚改主管部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考核打
分。考核工作于10月中旬进行。

国有土地上棚改政策即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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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认真落实旧城更新专项规
划，有序推进81个旧城更新和棚户
区改造项目。济南目前棚户区范围
有多大？涉及多少住户？济南市规
划局有关负责人说，为了摸清这些
情况，他们展开了济南市旧城现状
土地利用调查。此次普查总用地约
120平方公里，其中涉及旧住区用地
约19 . 5平方公里，棚户区用地约6平
方公里，涉及改造户数约4万户。

在此基础上，2013年12月，《济
南市旧城更新专项规划》启动编制，
专项规划中设立了棚户区改造规划
专题，并且将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也
纳入其中。目前《专项规划》已基本编
制完成，顺利通过专家论证，并经市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规划提出，近三年完成棚户区
改造户数约2万户，同时加强特色
街道及门户地区的综合整治，先期
启动特色街道或重要街道的综合
整治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分时序
逐步推进旧住区综合整治试点工
作。

从目前各大棚改片区的进展
来看，官扎营、火车站北场站、万盛
片区、南辛庄等项目已完成土地挂

牌出让；北大槐树、南辛庄、历城招
待所等项目安置房实现开工；历山
路文华园二期、省水利厅三宿舍和
海晏门等项目正在推进房屋征收
拆迁。四里村、标山片区、历山宾馆
等改造项目启动实施并加快推进。

今年要建8089套

棚改安置房

省城4万户家庭将面临棚改，
面对这一重大任务，济南棚户区改
造的理念是什么？棚改的建设主体
有哪些？资金来源如何解决？

“旧城区应该在延续城市原有
肌理的基础上，由单纯大拆大建逐
渐向持续有机更新转变，实现综合
效益最大化。”济南市规划局局长
贾玉良说，更新规划应承续城市原
有肌理，协调好目前与将来、自然
与历史、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个
体与整体的关系。

从今年的改造任务来看，济南
市上报国家、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棚
改项目14个，安置房建设任务8089
套(不含城中村)，涉及平台、区政府
多个实施主体。承担今年市本级城
市棚户区改造任务的责任主体为
市中区、天桥区、槐荫区、长清区、
旧城集团、城投集团、滨河集团。

“棚户区改造资金来源，应该
是一个多元化的筹措体系。”济南

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济南市利
用了国开行棚改专项贷款政策的
机会，研究谋划了一批利用国开行
棚改贷款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研究
建立了利用国开行棚改专项贷款
项目手续办理绿色通道，衔接相关
部门按照提前介入、容缺受理、并
联审查、同步推进的要求，加快办
理项目各项建设审批手续，争取贷
款尽早发放到位。

此外，改进利用社会资金参与
棚户区改造土地熟化的方式，进一
步完善运行管理机制，做好与原有
土地熟化方式的衔接。积极探索采
用PPP、股权融资等模式借助社会
资金参与棚户区改造。

与此同时，建立了保障性安居
工程棚改项目台账管理制度，组织
项目责任单位制订详细的月度推
进计划，实行严格的月报统计和台
帐管理。

棚户区转向

旧住区、旧厂区、旧院区

济南的旧城指的是哪些片区？
旧城未来更新的重点是什么？济南
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称，旧城指济
南市二环路以内及周边局部地区，
总用地面积约192平方公里，涉及
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历城、长清
六个行政辖区。

“在现状评估基础上，《规划》
提出了三类旧城更新重点。”该负
责人说，一类是旧住区，主要是指
年代较早、配套设施不完善、存在
安全隐患、以居住为主的区域。

第二类是旧厂区，主要是因产
业调整、搬迁、停产、破产，经济价
值较低、原有功能基本衰退的区
域。

第三类是旧院区，主要是因搬

今年推进81个旧城更新和棚户区改造项目

近近三三年年计计划划完完成成棚棚户户区区 改改造造两两万万户户

文/片 本报记者 喻雯 见习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邓迪 张丹

作为改善城市百姓生活环境的重要形式，棚户区改造备受关注。济南6平方公里的棚户区涉及到4
万户的住户将被“改造”。作为济南旧城更新规划中的一个重要专题，棚户区改造的理念是什么？具体的
改造计划是什么？济南的旧城如何由单纯的大拆大建逐渐向持续有机更新转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做
了深入了解。

2015年济南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认真落实
旧城更新专项规划，有序
推进81个旧城更新和棚户
区改造项目，增加便民服
务设施，进一步改善城市
人居环境。

报 告

摘 录

迁、改制、运营不善，价值较低、功
能亟待置换或提升的区域。

“《规划》明确了今后更新对象
由棚户区向以“旧住区、旧厂区、旧
院区”为主体的旧城区转变。”该负
责人说，具体来看，旧住区以改善
民生和完善配套设施为主，优先改
造危房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政
府主导、市场运作，鼓励社会参与，
探索就地安置、异地安置、定向安

置、货币补偿、联动调配等多元安
置模式；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积极
获取信贷支持，鼓励民间资本参
与，支持企业债券融资。

旧厂区改造上，引导重点地区
的旧厂区用地合理置换，鼓励发展
文化创意、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产
业；条件合适的旧厂区，通过二次
开发，优先解决各类设施用地的供
应，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旧院区改造引导旧院区用地
合理置换，置换后鼓励发展金融保
险、信息咨询、商务会展等现代服
务业。

济南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
从旧城区的改造来看，目标已由单
纯的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向“改善人
居环境、完善城市功能、传承城市文
脉、引导产业升级、集约节约用地、提
升城市形象”的综合目标转变。

中中大大槐槐树树回回迁迁户户今今年年全全部部搬搬新新家家

“外面下大雨，屋
里下小雨；冬天冰窟
窿，夏天火炉子”可谓
棚改区的真实写照。棚
户区不仅让居民生活
在“水生火热”之中，也
影响了泉城的形象，制
约了经济发展。近年，
由于多项惠民政策实
施，棚户区改造愈发成
熟，而中大槐树棚改项
目就如同济南众多棚
改项目的缩影。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本报记者 喻雯

外面大雨屋里小雨

改造前棚户区脏乱差

“看到新房那一刻，我眼泪一下
子就流下来了。”德裕家园的住户孙
宝玉回忆，两年前她看到回迁安置
房那一刻，“感觉像做梦一样，没想
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1994年结婚后，孙宝玉带着孩
子，一家三口就挤在只有27平方米
的小屋中。那时候，孙宝玉最害怕的
就是下雨天了。“外面下大雨，屋子
里面就会下小雨。”家里就放满了各
种接水的盆子。但她没想到，短短几
年时间，她就实现了入住新房的梦，
居住环境改善很大。

2012年，孙宝玉踏进回迁安置
房，新房子比原来空间大一倍，厨
房、卫浴、主卧侧卧、阳台、厕所一应
俱全。现在她的家整洁而且温馨。

济南旧城开发投资集团(济南
旧城集团)的数据显示，改造前，中
大槐树棚改片区低于43平方米的住
户有1055户，占总拆迁户数的25%。

说起原来的老棚户区，德裕家
园居委会工作人员对那段水生火热
的日子仍印象深刻，“那可真是脏乱
差。大片的棚户区，周边夹杂着零星
的高楼，生活污水随处倒。”如今，这
些早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崭新清洁规整的新社区。

剩余两栋安置楼

今年完成回迁

济南旧城集团工作人员介绍，
中大槐树棚改项目位于道德北街以
北，经四路以南，南大槐树西街两
侧。项目占地约472 . 75亩，动迁居民
4234户，拆迁面积约24 . 4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面积17 . 29万平方米。

如此大的面积，如此多的住户，
加上企事业单位较多，房屋产权复
杂，每项工作都是“硬骨头”。道德街
街道办事处的王书记称，动员搬迁
时，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全体工作人
员都参与到棚户区政策宣传中，深
入到居民家中，做好宣传动员。

回迁后的很多问题也牵挂着居
民的心，比如教育、物业管理等。作
为项目配套的学校，德裕家园内配
套建设的济南市营东小学有30个班
级，建筑面积达8700平方米。“这么
大的学校在济南市区是很少见的。”
济南市营东小学老师介绍。记者看
到，校园内环境优美、设施齐备、处
处充满了学习氛围。“小学在2011年
居民回迁之前就已经无偿交付使
用。”济南旧城集团的工作人员介
绍，除了配套小学外，德裕家园还建
立了幼儿园1所，有18个班，建筑面
积4100平方米，也已经交付使用。如
今，当初的棚户区俨然变成配套完
善、环境优美、生活便利的新社区。

据了解，中大槐树棚改项目地
上总建筑面积约为79 . 1万平方米，
项目规划性质为商业和住宅，可规
划 用 地 为 3 7 0 . 3 5 亩 ，安 置 部 分
187 . 95亩。安置区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36 . 6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
31 . 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约28 . 8万
平方米，商业公建约2 . 7万平方米)。
目前，建设回迁安置楼共有13栋，安
置房3892套，现在11栋安置楼已经
完成回迁工作，剩余两栋约510户，
预计今年上半年回迁。

惠民政策让居民

住得上又住得起

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而成功改造背后是将改
善群众住房条件作为棚改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作为旧城更新及棚户区
改造的主力军，济南旧城集团近年
共运作67个旧城棚改项目，总投资
520亿元，带动社会投资1500亿元。

在棚改过程中，居民在各个阶
段都能体会到惠民政策。德裕家园
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在棚改过程
中，每家每户的情况和需求各异，我
们挨家摸底、做工作。”居民要求不
同，在安置方式上，济南棚改采取了
多样化的安置方式，充分尊重居民
意愿，以就地安置为主，货币补偿、
异地安置为辅。

据了解，德裕家园的户型从50
多平到120多平不等，满足不同住户
的需要。而对只有一套住房且面积
低于国家最低套型标准的，济南政
府无偿按最低套型面积标准对其进
行房屋安置或进行货币补偿。

据了解，被拆迁居民对安置房
拥有完全产权，目前部分回迁住户
已经拿到属于自己的房产证，其他
居民的房产证也在陆续办理中。同
时，政府对安置房建设减免多项收
费，免收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等19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住进新房，物业费多少也是居
民关心的问题。而这也是政府考虑的
问题，在改造新区物业管理上，政府予
以扶持。“现在每户物业费在0.85元左
右，大大低于市场水平。”德裕家园居
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同时，对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的家庭，物业费全额免交；家
庭人均月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但低于(含)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 . 5倍
的住户，减半交纳物业费。

补助的物业费从哪里来？据了
解，改造项目配套完善的公建用房，
部分由社区经营，所得收益用于物
业补助。另外，许多低收入家庭面临
着差价款缴纳问题。照顾低收入家
庭，政府根据居民家庭收入状况，将

其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低收入
家庭的申请人，首付只需付总差价
款的20%就可以。

旧城集团今年推进

17个棚改项目

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坚持强
化政府主导，因地制宜，与相邻棚户
区、不配套的低层楼房以及旧厂区、
城中村统筹考虑，采用就近整合或
项目捆绑等方式，最大限度集中连
片开发，“胖瘦搭配”，以大带小。

中大槐树棚改项目主要涉及道
德街办事处，另外还涉及中大槐树、
西市场、营市街部分居民，而改造完
成后建立一个大社区，解放了大量
土地资源。记者看到德裕家园13栋
安置楼旁，多栋商业楼也拔地而起，
带动了周围的商业发展。

据了解，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
房用地外的经营性用地，会通过招
拍挂方式出让。而获得的土地收益
则会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棚户区改
造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截至目前，济南旧城集团已动
迁居民6 . 3万户，安置房建设开工
390万平方米、竣工270万平方米，加
上美里新居、后龙、盛福花园等部分
外迁安置房，包括货币补偿安置在
内的4 . 6万余户居民得到安置，已建
成中小学、幼儿园共13所，从根本上
改变了棚户区的落后状况，城市公
共服务功能得到优化提升，环境面
貌得到有效改善。

2015年，济南旧城集团将推进
北大槐树等17个项目，全面加快工
程建设，安置房竣工回迁8000套。棚
户区改造不仅让棚户区居民改善住
房环境，实现“住有所居”，更改善了
城市的面貌，促进城市的建设与发
展，提升了城市档次。

现场探访

西部城区一棚改项目新貌。

低矮的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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