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不一定非让“农民进城”，
留在家乡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
就是国家大力倡导的另一种城镇化模
式——— 就地城镇化。

从2007年开始，诸城市开始就地城
镇化进程，相邻的几个村庄和相关单位
组成一个社区，全市1249个村庄共规划
建设了208个社区，农民除了进城，还可
以进入新社区。

2013年3月，青岛市正式启动了小城
市培育试点，首批试点选在胶州市李哥
庄镇、平度市南村镇、莱西市姜山镇、即
墨市蓝村镇和黄岛区泊里镇。

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让农民自愿
从平房搬进楼房，只是其中的一方面，
要想让他们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还必须
有完善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
设施和更接近城市内在的精神土壤。

不不出出门门，，村村民民变变市市民民

不仅仅是搬上楼

12月23日11点，诸城市辛兴镇辛
兴社区，74岁的房志明在邻居家打完
牌才回到家中。

这是一栋五年前盖好的商品楼，
房志明和老伴住在一楼，77平方米的
两居室，购买时的价格是每平米1500
元。厨房通着天然气，地暖让屋内温
度超过20摄氏度。干净漂亮的小区环
境和窗明几净的房间，使这里和20公
里外诸城市中心的商品房并没有太
大差别，这也让住了大半辈子平房的
房志明夫妇很满意。

房志明伸出手说，“冬天不用烧
火了，你看我的手，现在多干净。”房
志明家的老房子依然留着，他的孩子
在院子里养着猪和羊。

房志明所住的商品楼西面是社
区服务中心，还有漂亮的幼儿园以及
面积15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这个有
两个篮球场大的广场，每晚都会吸引
大量居民来这儿跳广场舞。

离辛兴社区十多分钟车程的昌
城镇河岔社区，坐落在美丽的潍河河
畔，米黄色的楼房很漂亮，由青岛设
计院设计，社区自己开发。

从2007年开始，诸城市开始了就
地城镇化进程，如今成为中国就地城
镇化发展的一个典型。

也是在2007年，长期关注中国城
镇化问题的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
授弗农·亨德森发现，一方面中国的
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中国
存在很多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
市，这导致大城市运作效率很低。

显然，小城市或城镇的发展，能
有效解决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压力和
弊端。

在诸城市社区化发展办公室主
任冯玉建看来，就地城镇化一是住宅
方式的变革，村民从平房搬到楼房；
二是工资收入要占家庭总收入的
75%以上；三是要有养老和精神文化
等方面的社会保障。

“就地城镇化不是简单的让农民
上楼，而是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逐
渐变为市民，改变以往农民在外打工
老年再回老家住的模式，这样可以避
免出现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避免农
村空心化。”冯玉建说。

城里有的，这里也不缺

就地城镇化确实不是让农民住
上楼房这么简单的事，当地的配套机
构、设施建设必不可少，这是一个比
农民进城还要繁琐的过程。

诸城市有208个社区，每个社区
都有社区服务中心，服务半径一般
在2公里以内，每个社区服务中心
统一设置了群众工作站、计划生育
服务站、教学站、综治警务室、卫生
室、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和综合
服务厅。

辛兴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陈华之
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每个社区都有日

用品超市、农资超市、幼儿园及日间
照料中心。社区老人白天可以去日间
照料中心打打牌，参加活动；幼儿园
的孩子都有校车接送。

冯玉建说，诸城80%左右的社区
服务中心是利用闲置的学校、村办公
室、厂房及其他集体房屋改建、扩建
的，208个社区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
共投资3亿多元，其中镇街投入1 . 75
亿元；诸城市财政投入和奖励7500万
元；企业和个人投入社会资金7500万
元。

由于地处镇政府驻地，近年来辛
兴社区新建的12栋楼销售很好，购买
者多为原来的村民，一般是用老房子
置换，或者直接购买，如今的房价已
经涨到每平米2500元。

辛兴社区居民李清莲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现在有些老人不愿意住进
楼房，社区也不会强迫他们上楼。

远道而来，登记就能落户

青岛市小城市培育试点的五
个镇也计划打造一系列配套机构、
设施。试点政策规定每个小城市试
点镇要有1个市级以上产业园区，
在试点小城市加快建设商贸设施、
物流企业，培育集购物、休闲、餐
饮、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商贸服务
中心。

目前五个试点镇计划引导和支
持大学、重点中学和职业院校通过
设立分校、附属学校或托管等方
式 ，提 高 当 地 教 育 水 平 。计 划 到
2016年，五个试点镇各拥有一所二
级综合医院，建设一座较大规模的
养老院，新建高中、初中和职业技
术学校各一所。

五个试点镇还将制定出台低门
槛落户政策，规定在试点小城市拥有
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
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父母、配偶、
未婚子女，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在生育、就业、就学、就医等方
面，依法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
遇的农民进城激励政策。

放下锄头，家门口上班

在冯玉建看来，诸城“多村一社
区”的就地城镇化模式之所以能够成
功推进，社区产业是最核心的支撑因
素。因为没有产业，就无法支撑“工资
收入要占家庭总收入80%以上”。“诸
城市要求每个社区都要发展社区特
色产业，依托传统优势产业，依托社
区平台，突出主导产业。”冯玉建说。

如今，诸城市共培育138个特色
产业社区，1582家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以及594个家庭农场。

河岔社区党组织书记徐焕东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河岔社区近年来种
植无公害韭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
入。该社区的东边是山东省高端安全
食品示范区，如今入园企业已有20多
家。“目前河岔社区50岁以内的居民，
几乎没有在家里种地的，都在周围企
业上班。”

留住年轻人

冯玉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大源
社区本来是丘陵薄地，种庄稼的效果
很不好，经过土地流转，集中了6800
亩土地，大源公司在此进行绿化苗木
等的培育，不仅创造了产值，当地百
姓还可以去公司的苗圃上班，每月工
资2000元。

如今诸城市社区中的农民如果
自己不愿意种地，只需要进行登记，
就能将自己的土地进行流转，租给别
人耕种。

在冯玉建看来，城镇化是中国社
会深化改革、走向先进所必须经历的
过程，而社区产业除了能为就地城镇
化提供经济支撑外，也是吸引年轻人
留在本地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关键。

“大学生毕业后不能留在一线城
市，可以回到家乡，社区产业可以给
他们提供岗位，让他们觉得在家门口
的企业工作跟在大城市差别不大，而
且大大减轻购房压力，留住年轻人。”
陈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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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雷

济阳县济北公园内每天有许多老人表演节目。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诸城市辛兴社区盖上楼房，农民生活和城里并无二致。 本报记者 郑雷 摄

诸城市辛兴社区的幼儿园建得高端大气
上档次。 本报记者 郑雷 摄

在滨州市兴福镇老年福利中心，老人们
过得不比城里差。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你 我 的 今 日 与 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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