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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27日讯 (记者
杨凡 刘红杰) 27日上午，省政
协全会历史上首次记者招待会举
行，五位政协委员就城镇化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委员参政议政不
能仅面向政府，委员的思路和建
议也有必要通过媒体让百姓知
道。”参会的省政协委员、山东建
筑大学教授邓相超说。

邓相超已是两届省政协委员
了，经常在大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他说：“城镇化是个大课题，任何一

个人都不可能说得那么全面，相关
部门谈政策，社科院专家谈产业布
局，高校教授谈金融支持，这么郑重
的场合，每个人都很慎重。”

邓相超认为，省政协在全会
期间首次召开专题记者招待会，
让委员就一个话题集体面对媒
体，实际上是委员们又多了一个
表达意愿的平台和渠道。“委员参
政议政的思路到底是怎样的，通
过记者招待会让媒体传达出去，
让老百姓看见，对委员参政议政

也是个监督。”
“因为时间关系，记者招待会到

此……再提一个问题。”招待会上，
会议主持人、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
大会新闻组副组长魏余秀跟满场举
手的记者开了个玩笑。他临时决定
延长时间，会场上笑声一片。

“原计划70分钟，最终开了两
个小时。”魏余秀说，“我们请来的
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记者们不
想轻易放他们走。”

一位参会记者说，五位委员

一起面对同一个话题接受采访，
“太过瘾了”，“写个一万字的稿件
都不成问题”。

魏余秀表示，选取城镇化这
个话题，因为它是关系社会经济
政治发展的重点、亮点、难点，也
是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

魏余秀说，记者招待会在以
后的政协全会中会坚持办下去，
还会围绕社会发展的热点和难
点，举行记者招待会，将这个委员
与媒体记者沟通的平台搭建好。

省政协首开专题记者招待会
聚焦城镇化，给委员们增加一个表达的渠道，今后将坚持办下去

宋守军说，要探索山东特色城

镇化道路，全面提升城市群竞争力。

加快提升济南、青岛等中心城
市发展质量，整体提升县城中心城
市水平，着力突破小城镇建设。力
争到2015年，全省城镇人口达到
55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6%。

“我们选取了100个镇，重点
实施‘百镇示范行动’，每年安排
10亿元专项资金，四年投资40亿，
打造一批经济强镇、区域重镇、
文化名镇，以此引导推动全省城
镇化工作。”

解决办法：

每年投10亿，百镇带动

问题之一：

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

王玉志指出，长期以来，我
们的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低成本
土地基础上的粗放扩张的路子，
城镇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
闲置浪费、低效利用现象严重。
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
城镇化。

城市化靠“摊大饼”式外延
扩张，农村“空心村”多。

“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
核心，防止单纯的土地城镇化和
千城一面。”王玉志说。

王玉志表示，要科学合理安
排城镇建设用地。

大力盘活城镇存量建设
用地，加大棚户区、城中村、城
中厂、城郊村的改造力度，研
究制定楼宇经济发展和城市
地上、地下开发利用的政策，
推进农村土地综合利用。鼓励
城镇建设上山、下滩，使用劣
地和未利用地。

解决办法：

防止单纯的土地城镇化

问题之二：

城市化靠“摊大饼”

张卫国提出，“一业兴市”、
“一业兴镇”曾是山东城市建设
的特点。

一个产业就能打造一座城
市，单个重点产业往往造就了
一个城市，但却缺乏产业体系
的支撑，造成了城乡分割、缺乏
连绵带的现状，一旦资源枯竭，
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张卫国说，当前新型城镇
化的建设不是突击性的建楼造
城，关键在于建设产业体系。要
发展都市圈产业体系和城市群
产业体系。“比如说，围绕济南
省会服务业的核心，拉动消费；
围绕青岛海洋装备业的核心，
拉动物流业。”

“要做到产业有机结合、大中
小企业有机分工，达到‘产城结
合’。没有产业，就会变成有城无
业、有城无市。”邓相超表示，构建
城市群能避免一系列“城市病”。

解决办法：

构建城市群

问题之三：

“一业兴市”问题突出

陈华提出，城镇化需要金融
的有力支撑，但目前金融政策缺
乏明确的城镇化导向，政策支持
缺失。商业银行对城镇的金融支
持明显不足。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城镇特
别是欠发达地区已逐渐退出农村金
融市场。小微企业融资难，影响城镇
经济和城镇化进程。”

陈华认为，应明确金融支持
城镇化的政策导向。“政策性银行
应发挥先导作用，专门满足城镇
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需求；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以及村镇银行等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应重点支持农
业产业化发展以及农产品结构调
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以
及城商行应当发挥补充作用，在
健全城镇功能和发展城镇社会服
务中寻找商机。对于那些具备条
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升格为
村镇银行。”

解决办法：

明确金融要支持城镇化

问题之四：

融资难影响城镇化

在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
与会委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如何保障农民

土地合法权益？

省政协委员、省国土资源
厅副厅长王玉志认为，城镇化
不能带来农民失地、失业。

“凡是社会保障没有解决
的，征地一律不批。保证被征
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活有保障。”

如何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

省政协委员、省住建厅副
厅长宋守军提出，要创新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全面
实施居住证制度。探索建立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
机制，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省政协委员、山东建筑大学
教授邓相超认为，农民要真正转
化为市民，不是靠政府一纸行政
命令就能转换身份，国家要在就
业、子女上学、劳动保障制度等
各方面为农民创造条件。

能给老百姓

带来哪些转变？

“城镇化不仅是农村经济
的发展，而且是农民身份的认
同。”邓相超说。

九三学社山东省委巡视
员郭新民委员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政府已经看到了
城镇化在扩大内需上的潜力。
老百姓兜里没有钱，怎么扩大
内需？城镇化就是要让老百姓
的腰包鼓起来。”

城镇化要让

农民腰包鼓起来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杨凡

宋守军直言，2011年我省城镇化
率低于全国51 . 27%的平均水平，处
于全国中等水平，按户籍计算的城
镇化率只有41 .1%。“大城市不强，小
城市偏弱，济南、青岛两大中心城市
综合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2011年，两市的生产总值之和比广州
低1369亿元。全省进入全国千强的镇
有95个，没有一个进入全国百强。

李秀川：

信息基础设施

应统筹规划
本报济南1月27日讯(记者

王茂林 ) “信息化建设是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的关键标识。”两会期间，省政
协常委、中国移动山东公司总
经理李秀川就此做了提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做了明确的
部署。”李秀川说，信息化是城
镇化建设产业升级和功能升
级的重要方面；城镇化建设过
程中，人们对高质量通信、大
数据量信息提出了更高需求，
而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化的
基本要素。

在统筹信息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上，李秀川建议，建立
跨行业协同规划机制，实现信
息化建设在资源、平台、内容、
应用上的统筹，政府积极引
导，产业充当主角；高标准编
制相应的管理法规标准和规
范，强化市场监管；同时，兼顾
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城域传
输网和入户接入网、通信基础
设施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业务
信息平台和行业应用平台、网
络安全和绿色发展等方面

格相关新闻

城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热

词，农民转为市民如何完成？在省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

上，省政协委员、省住建厅副厅长

宋守军，省政协委员、省国土资源

厅副厅长王玉志，省政协委员、省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

省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陈华，省政协委员、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就“积

极稳妥推进城镇化”问诊开方。

宋守军

陈华

王玉志

张卫国

邓相超

五位政协委员为城镇化问诊开方

“城镇化不是突击建楼造城”
文/本报记者 刘红杰 杨凡 片/本报记者 左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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