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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棚改改，，可可以以改改出出更更多多人人情情味味
畅通沟通渠道，考虑百姓诉求，这项复杂庞大的民生工程才能更成功

4月 4日至 3 0
日，本报记者在青
岛、枣庄、聊城、烟
台、临沂五市的棚
户区，持续蹲点近
一个月。采访结束
了，仍有许多疑问
未解：此次棚改矛
盾的焦点在哪里？
为什么多地居民都
反映与政府难沟
通？相关部门在棚
改中应该承担怎样
的角色？棚改大潮
中，我们该怎样留
住乡愁？

2014年，棚户
区改造做得如何，
将是考察中国社会
变革进程的一个窗
口。近日，本报记者
陈玮、郑雷与山东
财经大学区域经济
研究院院长、金融
学院常务副院长张
志元，山东财经大
学房地产研究所副
所长张建勇，以及
相关部门的棚改业
内人士共同座谈，
寻求这些疑问的破
解之法。

郑雷：这次去棚户区，感觉像是
到了另一个世界。怎么说呢？平时我
们看到的，是城市最光鲜的一面，可
在棚户区里，时光像是倒退了20年。

张建勇：这部分人群在我省并
不少见，所以今年我省棚改的力度
特别大。根据规划，我省今年将进
行629个小区、239525户的城市棚户
区改造，棚改任务同去年相比，增
加了66 . 8%。可以说，这个力度是前
所未有的。

业内人士：我们进行棚户区改
造，其中也包含解决国企改革失败
的遗留问题。企业职工下岗了、退
休了，因为太穷困，所以几十年来
无法离开棚户区。从这一点来说，
棚户区是改革开放进程中被历史
欠账的一个缩影，进行棚改也是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途径。

陈玮：在棚户区住了这么多
天，我觉得居民说得最多的，就是
补偿少，很多人认为换房子是自己
吃了亏，而棚改负责方则认为政策
已经足够优惠。

张建勇：棚改中最难推动的，
就是拆迁补偿和居民安置问题。有
的老百姓认为自己得到太少，政府
拿走太多。我认为矛盾点在于公共
利益的分割问题。这时候，政府如
何把商业收益划分给居民，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

业内人士：我觉得之所以拆迁
难，不是因为政策有缺陷，而是随
着社会发展，拆迁成本越来越高，
而群众的诉求标准也越来越高。

青岛中山路老居民想回迁，有
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搬，我们要照顾
他们的利益，只能反复做工作。有
人有乡愁，是不是应该被同情？但
要是同情了他们，那搬走的三分之
二怎么办？他们会说政府不作为。
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也不能强
拆，只能反复做工作，讲道理，拆迁
就被搁置。

张建勇：相关部门首先应该是
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制定一
套各方都能接受又可行的方案。比如
青岛中山路就是个典型例子，一方要
建商圈，一方想回迁，当公共利益和
商业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如果让位于
商业利益，就要给居民足够的补偿。
所以补偿标准的制定很重要。

郑雷：在临沂采访时，我发现
村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把2003年
设定为房子是否违章的时间点。
其实政府发过相关征收公告，但
是为了查到这份公告，我联系了
临沂市建委、房管局、北城新区建
设管委会、南坊街道等好多单位，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近40个电话，
最后才在南坊街道办查到这份公
告。记者想查这个公告，都要绕这
么多圈，村民想看公告，也一样摸
不着头脑。

张志元：你说的这些其实反
映了拆迁方和居民之间的沟通问
题，缺少必要的沟通，谁也不理解
谁，谁也不相信谁。

这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在一些居民眼中，政府与开发
商合作，从拆迁中获益。而另一方
面，确实有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
益，想要更多的补偿款。如果双方
不进行合理有效的沟通，那么这
种矛盾就会越来越大。

郑雷：这种沟通如何建立呢？
张建勇：居民在拆迁中属

于弱势群体，所以政府要维护
他们的利益。政府可以委托房
地 产 评 估 机 构 来 做 好 思 想 工
作，通过合理的引导来转变居
民的观念。

张志元：还要加强棚改的民
主化。在棚改中可以建立一种协
商机制，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要
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然后再出台政策。

业内人士：要建立起良好的
沟通，首先要多接触。现在碰到记
者采访，相关部门都遮遮掩掩，更
何况对普通老百姓了。透明的渠
道才是消除误解的桥梁。

陈玮：对于很多棚户区居民
来说，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那个地
方，对故土很是留恋，现在故土改
变了，那乡愁是不是就没了？

张建勇：我认为，在棚改过程
中，会遇到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文
物或文化，比如那些体现当地风
土人情的老街、独特韵味的艺术
形式，当然要保留下来，让人们能
够记得住“乡愁”，但也不是所有
东西都保留，那样的话拆迁还怎
么进行？这要搞好平衡，要衡量经
济发展和历史文化哪个更重要。

陈玮：那么一些无形的文化资
产呢？比如聊城冯庄的八角鼓，他们
担心村子没了，八角鼓也不会有了。

业内人士：棚改不可避免地
会导致一些村庄消失，或者标志
性东西减少，但可以有选择地保
留一些特色的东西，让村民记得
住乡愁，比如在规划中为八角鼓
另辟一处小场地。

郑雷：还有一种形式的乡愁，它
不是某种具体的文化形式或者遗
产，而是对原来居住地方的留恋，比
如青岛中山路上的里院文化。

张志元：对。中国人普遍都有
思乡情结，讲究落叶归根。对于政
府来说，即便不能实现回迁，也应
尽量把原居住地的人安排在同一
个小区里，减少他们的思乡情绪。

业内人士：本来棚改的任务
是拆迁安置，让居民搬进新房，但
随着社会发展，棚改承担了越来
越多的责任。比如老百姓要求记
得住乡愁，有些人想借助棚改脱
贫。他们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棚改
上来解决，这就让棚改变成了一
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仅靠个别部
门很难推动。

张志元：在棚改过程中，政府应
该扮演三个角色。首先是拆迁管理
的监督者。在拆迁过程中，政府不能
参与出于商业利益而进行的拆迁活
动，否则对老百姓有失公平，对政府
自身形象也造成不良影响。

其次，利益冲突的调节者。当拆
迁人和被拆迁人出现矛盾时，政府
应本着公正客观的立场，协调拆迁
中出现的矛盾冲突，这事处理好了，
老百姓会更信任政府，处理不好，政
府的公信力就会丧失。

最后，社会救济的提供者。政府
的职责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具体到棚改中，就是尽可能照顾居
民的诉求，让居民的人和心同时搬
到新楼。

业内人士：棚改也是各个部门
博弈的过程，这就需要政府牵头，多
方面平衡。

郑雷：有些居民家里除了老人
就是残疾人，像这种情况，想住个一
楼二楼，算不算合理要求，该不该照
顾呢？

张建勇：棚户区改造本就是惠
民工程，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比如这种情况，我认为就该在人情
上开个口子。

业内人士：相关部门应该可以
协调，但不能满足所有人要求，低楼
层的就那么几套，要的人多了，该怎
么分配是个问题，而且下一步针对
棚户区老弱病残多的问题，还会考
虑在新盖楼房安装医疗电梯，也就
是说，电梯里可以放进担架，这也可
以减轻一些居民的忧虑。

张志元：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可
以按照居民的轻重缓急，照顾这些
人的特殊需求。把选择标准和过程
公示出来，让大家都看看，谁也没有
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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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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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要更大规模加快棚户区改造，决不能
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

——— 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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