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祥新型社区建设趟出创新路———

“三区同建”
迎来新生活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加快城镇化建设，我们需要
的是健康的城镇化，首先要以人为
本，要考虑老百姓安居乐业的问
题，考虑老百姓上楼后的生产生活
问题。”嘉祥县委书记秦存华说。

据介绍，针对农民实现集中
居住后，一家一户分散不便的耕
作方式已不利产业发展的实际，
老僧堂乡通过采取土地流转、土
地托管、大户承包等形式，大力
发展规模种养基地项目，促进土
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从根本
上解决农民生产耕作不便的问

题，使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从事二、三产为业，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的渠道。同时，按照“围
绕社区建园区、建好园区促社
区”的思路，利用180余亩的社区
预留土地，规划产业聚集区、全
民创业园和专业市场区等3个园
区，建设投资过千万元的标准化
厂房、沿街门市房和农贸市场等
项目6个。采取租赁经营方式，增
加集体收入，用于社区居民水电
补贴、物业管理及后续发展，既
解决了企业的用工荒，又促进了

农民就近创业就业，使农民生
活、就业双保障。

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中，嘉祥县按照“集中居住区、低
碳加工区、规模种养区”三区同
建的思路，大力推进瑞祥家园等
8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
设金屯物流、老僧堂纺织、马集
矿山机械等乡镇特色产业聚集
区。推进了农民居住社区化、劳
动产业密集化和农业高效规模
现代化的发展，“三区同建”所带
来的优势也正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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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套房子总共151平方
米，我们和母亲共同居住也很宽
敞。一楼还有车库，这个车库是
按照农村的六轮车设计的，还可
以放大宗农用物资、粮棉。 ”3
月5日，嘉祥县老僧堂乡瑞祥社
区居民袁良成指着自己的新房
高兴地说。袁良成住的房子有一
个温馨的名字———“母子房”。

记者注意到，袁良成住的两
套房子的阳台是互通的。“实际

上就是两套房子，一套63平，一
套88平，面积小点的给母亲居
住，大点的我们自己住，关上门
是两家人，开开门就是一家人。”
袁良成说。“社区设计时，根据群
众意愿设计了63平方米、88平方
米、122平方米三种户型，各种户
型根据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贴
身’设计，按需求量建设。”瑞祥
社区党总支书记宋超华说。

住上好房子，质量是关键。自

社区房子开工建设以来，每天早晨
七点多，施工工地总会有一两个人
围着工地不停地转悠，还不时地对
建筑工人说点什么。他们是社区建
设质量监督员们，察看建设的质量
怎么样是他们每天都要做的“功
课”。“我也曾见过别的施工队盖房
子，这是我见过的盖得最结实的房
子。遇到老百姓有疑问，我们就带
着钢筋、建材到建设局检验，开证
明。”宋超华坚定地说。

“从旧村搬到社区以后，生
活有了很大的转变，社区里有小
学，有卫生服务站……特别是到
了社区广场那里，生活、娱乐都
很好，供水站，天然气，每天二十
四小时都有，做饭很方便。”瑞祥
社区居民贺德铭说。同样感到满
意的还有居民蒋秋菊，她已经在
离家不足100米远的华详纺织厂
内上班了，每个月能领到近2000
元的工资。“我们这就叫上楼居

住，下楼打工。”蒋秋菊乐呵呵地
说。

“村前面是文化广场，楼房
一层社区服务中心，依次是警务
室、阅览室、党员活动室、计生协
会，社区物业，没有一个商业出
租项目，村民享受公共服务零距
离。”宋超华笑着说，投资400万
元建设的1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
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后将成为农
产品物流交易地，也将为社区居

民提供各种新鲜蔬菜、瓜果等产
品。

同时，社区不断创新党组织
和党员的服务方式，推行“六进
社区”，即民事调解进社区、群防
群治进社区、物防技防进社区、
情报信息建设区、法律宣传进社
区、服务群众进社区，成立党员
服务中心、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和

“三资”管理服务中心，努力把社
区建成文明、平安、和谐社区。

“贴身”设计居民住房

零距离迈进公共服务圈

“三区同建”过上好日子

嘉祥县老僧堂乡瑞祥社区的广场上，72岁的居民赵同庆正在和几

个老友聊天，从几人不时发出的笑声中，感觉到老人们心情的舒畅。

“俺们社区的居民现在出门就能(打工)挣钱，外面有厂子，路东是农贸

市场，买个青菜、水果都很方便。”对社区里的生活，赵同庆老人很是

满意。老僧堂乡瑞祥社区是嘉祥县推行“三区同建”模式的示范社区

之一，是一处由煤炭塌陷搬迁而建设的新型社区，共容纳了四个村庄

的1527户、5160名村民。

社区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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