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发展规划

应有基本法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在201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了依托县城和县
域中心镇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不少专家认为，在这一轮新
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必须有
产业化为支撑，然而在发展产业
的时候，政府各级职能部门需要
从上到下对产业项目做细致规
划，避免环境污染、土地资源浪
费等问题出现。

在永城产业聚集区发展过
程中，永城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
任崔振华深刻体会到了规划不
细带来的痛苦。

“定位不准、没有特色的产
业集聚区是不能在市场经济中
立足发展的。”崔振华说，永城市
产业集聚区建立伊始同样面临
这个问题。永城市产业集聚区的
规划面积为19平方公里，发展什
么产业？入驻什么企业？落户多
少项目？怎样形成产业链条，尽
快凸显集群效应？

起初，永城市也考虑过直接
把沿海一些以高精尖为主的高
科技产业直接嫁接过来，抄近
路、走捷径，然而，永城作为一个
以煤炭生产为主的资源型城市，
并不具备相应的承接转移功能，
这条路行不通。

“高精尖的高科技产业难引
进，难道我们还要再走一遍东部
沿海城市已经走过的环境污染
换经济指标的路？”姚坤鹏也感
到很困惑。

按照永城的定位，在未来五
年内，永城城区建成面积将达到
100平方公里，城镇人口由目前
的60万扩张至100万，几乎是现
在的两倍。随着郑徐高铁开工，
沱河500吨位航线连同京杭大运
河，再加上目前已开通的济祁高
速公路、永登高速公路等公路交
通网，届时永城将成为“河南东
部地区的大型城市，交通枢纽和
流通中心，以工业、现代农业、旅
游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

正因如此，永城的房地产火
爆一时。曾经在当地政府从事党
政工作的张殿卿老人对此非常
担忧。他告诉记者，房价短时间
内翻番，只能导致居民在购房支
出方面压力增大，房地产市场存
在很大风险。更让张殿卿忧虑的
是，迅速城镇化扩张中，政府对
新型农村社区的失地农民政策
配套不到位，社区化的农村基础
设施投入不足。根据永城市规
划，当地将把全市3671个自然村
整合成140个新型农村社区，目
前已完成70余个。

在茴村乡，新型社区化的五
层楼房已经建成一批，另外一批
还在建设中。村民刘鑫洋便对将
来“上楼”居住持观望态度，他家
一辈子靠种地为生，他说：“种地
虽然挣不了几个钱，但不种地就
没有饭吃，上了楼，怎么再种地？”

“你看，我们路灯也没有，道
路两侧建得乱七八糟。”刘鑫洋
说：“现在惟一的好处就是新农
合医保，看病还能少花钱。”

在2012年永城规划局关于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思考中，也
提到了基层部门对“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的概念含义认识不清，
盲目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
是在农村地区拆几处房、修几条
路、建几栋楼，从旧屋搬入新房，
很简单的事。基层部门片面地认
为这种新型农村社区充其量也
就是“新的农村”，与现有农村相
比只是“新”，仍然没有摆脱狭义

“农村”的范畴。中国城市研究院
中小城镇发展战略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熊柏隆认为，北京、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已进入极限，资源
开始向大城市外围流动，二三线
城市正在不断崛起，中国进入了
第二轮城市化阶段。然而，目前
法规制导偏狭乏力，缺乏宏观统
领性、综效性与远瞻性的国家监
管体制严规利导。因此，熊柏隆
认为，政府相关部门急需进行城
市系列的修法，制定“城镇发展
基本法”，避免再走大城市先破
坏后治理的老路。

■村民眼中的“城镇化”：

“城里人生活

是比农村好”
3月22日中午11点，75岁的谢

树发整理好扫帚和保洁车，准备
下班。

老谢在2012年刚应聘成为一
名环卫工人，每月除去单位给交
的各项保险钱，还有850元的固定
工资收入。在2011年之前，老谢住
在永城市侯岭乡谢酒店村，生活
了大半辈子后，因政府将这里划
入了产业聚集区，所以村子在
2011年被整体拆迁。

虽然老谢不懂“城镇化”到底
是什么意思，但他感觉：“城里人
生活是比农村过得好！”

他说，以前家里仅靠两亩地
种粮食为生，卖粮食挣的钱还不
够“塞牙缝”。很多农村的年轻人
为了赚钱都南下广州打工，但年
纪大的人只能背朝黄土脸朝天，

“当时我们村的人多数都这个情
况，没办法……”

曾经家住侯岭乡侯岭村的侯
国玉，是第一批被产业集聚区“征
迁”的农民。

侯国玉家里一共6口人，在他
的记忆中，“过去住得确实不咋
地！”在搬迁前，他们一家人挤住
在一间面积仅有二十多平方米的
瓦房里。

■重新布局面临拆迁：

“拆我的房子，

心里总有担心”
2011年，侯岭乡村民的生活

开始有了可变之机。
永城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姚

坤鹏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为了做
好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的经济
工作，永城必须改变当时长期依
赖的煤炭和面粉加工这两个相对
分隔的“黑白”经济状况。

2009年的永城新城，在当地
人眼里，仅仅是当地煤矿企业工
人居住的“家属院”，整个城区不
过是围绕光明路这一条路而建的
居住区。但是，考虑到老城地处煤
矿塌陷区，早晚要往新城搬迁。

因此，永城当地政府在发展
城市建设的同时，在新城南部的
农村规划为产业聚集区，把城镇
化的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解
决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联系起来。

永城市产业集聚区坐落在侯
岭乡，占地19平方公里，涉及该乡
8个行政村，其中需要大规模拆迁
的村庄有4个，整个拆迁工作涉及
人口2 . 5万。

被划为产业聚集区后，村子
面临拆迁，谢树发起初也有怨言。
现在回想起来，他说：“毕竟住了
大半辈子，突然说要拆我的房子，
心里总有担心，即使住上楼，又担
心家里没有钱，什么物业费、水
费、电费……交不起啊。”起初拆
迁工作的确难以进行，为了打消
像老谢这样的担心，村里组建了
由村民投票选出的理事会。理事
会全部由不是村干部的村民组
成，在村委与村民之间进行协调。

在产业聚集区的用地规划
中，永城市国土资源局也给出了
意见：通过农村居民点迁并和村
庄整治置换出的集体建设用地，
可优先用于产业集聚区建设，但
是这必须在留足农村公益事业、
公共设施用地的前提下进行。

■拆迁补偿到位：

安置社区内

水电暖全免费
根据永城市政府出台的政

策，产业集聚区征地、拆迁的补偿
标准是：耕地一亩5 . 3万元，瓦房
一平方米赔340元，平房390元，楼
房410元。

按照每人30平方米的安置标
准，侯国玉家里6口人，可以以每
平方米均价660元的安置价分到
180平方米的房子。然后，按照每
人20平方米的标准，他还可以以
每平方米均价1200元的安置价分
到120平方米的门面房。

2011年3月，侯国玉在拆迁及
补偿协议上签了字，他拿到了18
万元的房屋及宅基地补偿款。

房屋拆迁后，侯国玉寄宿在
亲戚家。按照每个月300元租房费
用标准，他从政府那里获得半年
1800元的租房费用。他说：“房屋
拆迁后，政府给两个选择，自己找
住处，政府每月给300元补助，或
者是免费住进政府给安置的房
子。”用侯国玉的话说，“大多数村
民选择自己安置，300块钱在农村
租房根本花不完。”

姚坤鹏对齐鲁晚报记者说，
在产业聚集区的一期拆迁，侯岭
村共涉及236户，实现了户户满
意。两年时间过去了，侯国玉和其
他村民也搬进了集聚区内安置小
区。

姚坤鹏说，安置社区内水、
电、气、暖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全部
免费，一切物业费用，从集体均分
商铺的租金中解决，实行以商铺
养物业的管理机制。通过切合实
际的安置措施，失地农民除获得
征迁补偿款外，还可以用最小的
成本获得安置房和门面房，既解
决了失地农民买不起房的现实问
题，又把因产业集聚区建设带来
的商业利润让渡给村民。

在莲花安置小区，侯国玉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附近的商品房

价格每平方米在3500元以上，门
面房价格在7000元以上，“照此计
算，仅门面房的收入就很可观。”

■新市民转身：

订单式培训

破解就业难
永城产业聚集区建成后，涉

及被拆迁的侯岭乡镇的4个村庄
消失。

2012年，在加大农村低保覆
盖率的同时，永城市产业集聚区
管委会协调相关部门，把位于集
聚区中心地带的谢酒店、谢楼、十
八里三个行政村近1 . 1万人全部
办理农转非。

1 . 1万人失去土地，这些人不
能仅靠着补偿金过日子，得让他
们有工作……在产业集聚区初步
建立时，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崔振华就开始考虑这一批“新市
民”的就业问题。

2011年，产业集聚区逐渐开
始有企业入驻，但是，问题也随之
而来，崔振华回忆说：“主要就是
企业用工荒和产业集聚区失地居
民就业难。”

崔振华告诉记者，失地农
民虽然转变成了城镇居民，但
是缺少就业技能，无法进入企
业就业，这又直接导致企业无
法招聘到工人。

如何破解“用工荒”、“就业
难”的问题，崔振华认为当时遇到
的问题急需“用领导方式转变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下转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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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新市民的城市化转身
20年来城区扩张最快的地方河南永城农民融入社区调查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午后，居民聚在广场一角，看业余曲艺爱好者表演。

永城，这个河南省
最东边的县级市，在20
年前平淡无奇，开展城
镇化后，城市建成区由
1990年的17平方公里变
为46平方公里，面积增
长近两倍。根据一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
划的研究结果，永城成
为中国近20年来扩张最
快的城市。

外地人坐车初到永
城，司机都会问上一句：

“到新城，还是老城？”
老城的建成区面积

仅为14 . 2平方公里，2009
年之前，这里居住着10
万多居民，楼房多为上
世纪建设的老宅子。然
而，在老城城西大约7公
里处，这里是永城的新
城，面积比老城大出两
倍。

新城和老城之间隔
了一条河，这成了永城
过去与现在的分界线。
然而，随着新城在城镇
化进程中不断扩大，在
城郊居住的新“城里人”
与城区中心居民的界限
已经被打破。

▲人民广场旁建起的高楼大厦。

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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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新型城镇化”成为热词。“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
的最大潜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这些话受到社会广泛关注。3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抓紧制定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却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
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2007年以来，在相
继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国家战略后，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开始了许多
有益的探索。不过，各地城镇化进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何使城镇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如何解
决城镇化过程中人的问题，真正做到“人的城镇化”，是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为
此，我们选取了部分在城镇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几个地方深入调查，展现这些地方发展城镇化的实
践，推出系列报道，试图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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