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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地地城城镇镇化化不不光光是是进进工工厂厂住住楼楼房房
我省新型城镇化“提质加速”，推动农民进城后享有同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举措 新增长清区归德镇等百个示范镇

在沂蒙革命老区的郯城县
李庄镇，连片的工业园、成群结队
的工人……让人很难想象几年
以前，这里还是片空地，只有零星
几户人家。宁波人胡仲强是李庄
镇一家饮水机厂的老板，之所以
选择到李庄镇投资建厂，就是看
中了这里连通鲁西南、苏北的区
域优势和发展前景。

李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该镇家电产业园和
建材产业园已引进项目66个，合
同利用外资168亿元，实际利用外
资14亿元，吸引了近万名农民工
进园工作。

但是，回想起2011年郯城

县决定在李庄镇建设家电产业
园的情景，该工作人员无奈地
感 叹 ：“ 太 难 了 ！当 时 缺 钱
啊……”当时的李庄镇地方财
政收入刚过千万元。

根据李庄镇家电产业园的
规划，郯城县财政仅在路网、水
电等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就达1
亿元。自2011年起，临沂市级财
政连续3年为每个重点镇每年
安排500万元资金，县区财政按
照1∶1配套，用于奖励、补贴和
基础设施建设。

李庄镇仅是一个缩影。2012
年6月，山东确定100个镇，在发展
用地、扩大财权、金融服务、资金

扶持、机构设置等方面给予一定
支持政策，着力打造县域经济发
展次中心。

从2012年起，省级财政每年
安排10亿元的示范镇建设专项资
金，并要求市、县按不低于省补助
资金的规模进行配套。据省住建
厅测算，如果每个小城镇平均多
吸纳1万人，山东的城镇化率就可
以达到60%以上。为扩大示范效
应，山东省政府2013年决定，在原
有100个示范镇的基础上新增100
个。2013年12月14日，省政府确定
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等100个镇
为全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第二
批示范镇。

变化 户籍、保障、就业等配套体制也要变

张秀文家住邹城市太平镇，
随着几年前该镇工业项目不断
上马，她也从一个庄户人变成了
一名按时上下班的打工者。2012
年以前，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位
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城里人”。

城里人是什么样的？张秀
文记得，小时候父辈经常对她
说：“什么时候过上‘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的日子，就变成
城里人了。”后来，她生活的农
村盖起了二层小楼，年轻人手
里拿的手机也都是各种最新潮
的款式，她却仍觉得自己是一
个农村人。

其实，早在2004年10月，山
东省就取消了“农业户口”和

“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登

记为“居民户口”。张秀文眼中
的“城里人”和“农村人”之分，
到底在哪儿呢？

“城里人有养老等保障，以
前自己没有，我觉得这是和城
里人最大的区别。”张秀文说。
而和张秀文有相同感受的农民
工并不在少数。

专家认为，城镇化过程就
是把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而不
仅仅是进工厂、住楼房，同时还
要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
保障和公共服务。2012年，十八
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
念。政府部门在建设城镇化的
道路中开始将重点从“城乡分
治”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对户
籍、保障、就业等综合配套体制

进行改革。
2012年底，张秀文和100多

位同事一起加入了城镇养老、
医疗等保险。“这才是城里人的
感觉。”张秀文露出了满足的笑
容。当然，张秀文并不想自己的
家乡发展成“交通堵塞、房价高
涨”的城市。

对此，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新
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如何发展的
问题。山东省住建厅的相关人员
认为，城乡一体化绝不是城乡一
样化。既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又
要在县域、小城镇、重点区域实施
差异化发展。比如，过去注重追求
城市规模扩大，如今要提升城市
的文化、公共服务。

据统计，2012年，山东
人口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
5 2 . 4 3 % ，户 籍 城 镇 化 率
41 . 97%，二者比例居全国第
四位。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城镇化办公室副主任
陈岩松介绍，实践证明，本
地城镇化、县域城镇化是山
东新型城镇化的鲜明特色；
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是山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大势所趋。

本报记者 寇润涛

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这片具有西式风格的红顶别墅显得格外醒目。 郑现峰 供图

探索

先建楼后拆迁
要兑现承诺

就像李庄镇、太平镇一样，“就
地就近”已经成为山东城镇化发展
的鲜明特色。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
这个成立不到3年的开发区已经发
展成一个产、城融合的宜居新城。谈
到新型城镇化发展，该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王君师曾说：“怎么建，群众
说了算。”

2013年，新建成的14个社区全
部完成了搬迁入住。不过，在这之
前，不少居民都曾对这个“搬迁”计
划犹豫过，梁如芳(化名)就是其中
之一。

“搬进新楼房倒是好事，但是我
们不得不考虑，搬之前如果拆了老
屋，我们住哪里？盖好的新房能不能
兑现？万一我们对新房子不满意怎
么办？”在最初得知要建新型农村社
区时，梁如芳非常忐忑。

为此，小梁常去镇政府咨询，每
次她都打破砂锅问到底，从楼房选
址到水费、电费。对此，临港经济开
发区的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时，也
了解到像小梁这样对未来担忧的居
民并不在少数。

于是，临港经济开发区再次向
辖区相关部门强调：一定要兑现“先
建楼、后拆迁”的承诺。同时，辖区工
作人员将走访中听取的居民意见汇
总，将居民反映多的建议，纳入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

除了让居民在新型农村社区
“住得下、住得好”，王君师认为：“还
得及时解决农民入住新型社区的后
顾之忧。”该区团林镇罗家峪村的养
殖户罗广忠缺乏专业养殖技术和管
理经验，不能提前察觉市场价格浮
动、牲畜生病等突发情况，经常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2013年7月，该区农
工办的薄夫彬了解到情况后，很快
为他联系到高级兽医师，对养殖场
的建设规划、疫病防疫、污染防治进
行了指导。

“我的‘心病’好了，让我扩大养殖
场规模有了底气。”罗广忠高兴地说。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2年，山东
人口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52.43%，户
籍城镇化率41.97%，二者比例居全国
省区第四位。

就目前山东省正在探索发展的新
型城镇化道路，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城镇化办公室副主任陈岩松介绍
说，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内涵
丰富，需要不断探索，建设中也遇到了
一些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但是，陈岩松认为，实践证明，
本地城镇化、县域城镇化是山东新
型城镇化的鲜明特色；以城市群为
主体，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是山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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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

三成在县城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
2005年以来，山东县城(含
县级市市区 )城镇人口年
均增长率达到9 . 6%，远远
快于大城市0 . 9%的增长速
度。到2012年底，5078万城
镇人口中，30 . 1%分布在县
城(含县级市市区)。

示范镇建成区

人口增幅17 . 2%

相关数据显示，2012

年，100个示范镇建成区面
积、建成区人口分别为682

平方公里、305万人，分别
增长18 . 9%、17 . 2%，是全省
平均增幅的1 . 3倍、1 . 6倍。
小城镇建设，为山东省的
城镇化水平贡献了12 . 6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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