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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万居民
圆了“安居梦”

5月22日，对于德州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芦家河村64岁的周
玉兰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这
一天，住了32年小平房的她，终
于 拿 到 钥 匙 ，搬 进 了 新 楼
房——— 位于德州经济开发区康
博大道以东的沙王安置小区。

在周玉兰的记忆里，住了
大半辈子的村庄，大多是破旧、
低矮的平房，巷窄路破，窗户只
有一张报纸大小，常年照不进
阳光。因为地势低洼，每年雨季
都要遭受内涝，“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是周玉兰最切身
的感受。

2012年，芦家河村被纳入
棚改范围。“我们一家三代6口
人，一共分到了两套90平方米、
一套130平方米的住房。”周玉
兰说，新房内太阳能、卫生洁具
等一应俱全。小区内还将规划
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儿童活
动区、设置健身器材等配套设
施。“太知足了，这样的生活以
前想都不敢想。”

沙王小区只是德州市棚改
惠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德州
市把棚户区改造作为推进新型
城镇化、促进民生改善的重要
内容和抓手。数据显示，2014年
以来，全市已有30余万居民告
别棚户区、搬上新楼房，彻底改
善了居住环境。而在今年的德
州市人代会上，德州市政府向
全市人民承诺——— 2017年实施
棚户区改造46495套，改造任务
较去年总任务量多了近2倍。

为加快推进棚改工作，德州
市每年都将棚改工作作为重中
之重，与各县市区签订目标责任
书；将棚改工作纳入全市综合考
评体系，定期进行督导检查，对
工作不力的县市区实行约谈问
责。目前全市已开工近3.5万套，
开工率列全省第五。

安置房
建在黄金地段

“很快就能拿到钥匙了，现
在恨不能马上就搬上新楼房。”
在乐陵市市中街道井家村村民
眼中，耿洪军绝对是村里的能
人。2002年北上天津卖肉，到
2009年，仅仅7年时间，就在天
津买了房子。可是，就是这样的
能人，最近却卖掉天津的房子

选择回老家乐陵安家养老。“在
天津一家四口蜗居在40多平方
米的房子里，回到乐陵后不用花
一分钱，就能用过去的老宅子置
换128平方米的新房。若不是搭
上棚户区改造‘这趟车’，我真是
想都不敢想。”耿洪军感叹。

井家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
资5 . 5亿元，共建设22栋安置
楼，安置井家、潘家、西关3个
村。该项目位于乐陵市的中心
地段，交通条件优越，毗邻乐陵
一中、二中、建设街小学，东侧
是银座购物商圈，周边还有潘
家公园、新人民医院，配套设施
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看
病、上学、养老、购物这一系列
的事。”耿洪军感慨而又满足。

平原县同样将“黄金地段”
留给了棚改群众。在位于该县
城中心地段的琵琶湾南侧片
区，1500套棚改安置房正在紧
张施工，附近有平原一中、人民
医院和大型购物广场。“当时这
个位置有好多开发商盯上了，
县里统筹考虑后，还是决定将
这个地段拿出来安置老百姓，
要建设全县城最好的房子。”该
县住建局党委委员张汝辉说，
按照最初规划，如果该地块全

部用于出让，可为县里增加15
亿元的财政收入，如今用来建
设安置小区，县财政则要为此
掏出6亿元。

政府进行探索不断提升棚
改安置房规划设计水平，将其
纳入整体规划布局统筹考虑；
严格落实建设、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等单位的工程质量主
体责任，邀请被安置居民现场
实时监督；同步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有效改
善城市环境和住房功能品质，
让群众既“安居”又“宜居”。

“力求把改善群众居住条
件和生活环境、提高群众生活
品质，作为棚户区改造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德州市住建局副
调研员赵涛告诉记者。

“敢闯敢试”
屡破棚改难题

从项目选择到开工建设，
从征收拆迁到居民安置，棚户
区改造总是伴随着各种难以预
料的难题。

如何破解？近年来，德州市
以“敢闯敢试”的勇气破除手续
办理难、征收拆迁难等“中梗

阻”，有效推进棚改进程。
柳家村是庆云县2017年第

一个棚改村，该村房屋结构复
杂，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生活
极不便利。为让群众感受到棚
改带来的实惠，庆云县多次修
改棚户区改造征收拆迁补偿安
置方案及签约奖补方案，从补
偿、奖励、安置等多方面保障被
征收户最大利益。短短3天，该
村437户村民主动签订拆迁协
议，陆续搬离老房子。目前，该
安置小区正在施工中，预计
2018年10月份可搬迁入住。

乐陵市、临邑县实行“竞争
性拆迁”，居民争相签订拆迁协
议，让拆迁从“要我拆”变为“我
要拆”；武城、临邑、庆云等县曾
创造“一天签订协议数百户、三
天拆完一个村、十天拆完上千
户”的“棚改新速度”。目前，全
市原址新建项目亟待拆迁完成
率81 . 9%，其中乐陵、齐河、平
原、夏津完成率100%。

审批链条长则是影响棚改
进程的重要阻碍。为此，德州市
积极探索建立健全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优化流程、简化手
续，实行并联审批、提高效率，
手续办理全面提速。目前，全市

科研、环评、立项、土地预审、规
划预审“五项批复”等前期项目
手续办理完成率已达65 . 9%，
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原、夏
津、武城、乐陵完成率100%；土
地证等“四证齐全”办理完成率
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达100%，庆
云、宁津办理率超50%。

“一把尺子量到底”
背后的公正

孙洪奎686平方米的沿街
楼，在平原县琵琶湾南侧片区
拆迁之列。得知拆迁消息后，孙
洪奎第一时间把门市楼门窗砸
掉，支持棚改。“政策公开透明，
补偿没有水分，这房拆得心里
舒坦。”孙洪奎说。

“过去之所以拆迁难，很大
的阻力在于拆迁户对拆迁政策
的公平、公正心存疑虑，总觉得
有人情在，有暗箱操作；再就是
有的认为越晚拆，得到的好处
就会越多。”德州市住建局副调
研员赵涛说，消除群众各种质
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全
程参与，给他们充分的知情权
和监督权。

而在征迁过程中，入户做
工作的不再是陌生人，而是本
村村民，或者是几十年的街坊
邻居。依靠这种不可比拟的“先
天优势”，让被征收户与工作对
象之间的交流更为顺畅。

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芦家河
社区，村民组成的“小分队”挨
家挨户解读政策、征询意见，帮
助他们打消顾虑。短短半个月
的时间内，300余户村民陆续完
成搬迁。而为了确保公平分配，
这里的居民在搬进新家之前又
经历了四次抓阄：第一次顺序
阄——— 知情权阄——— 第二次顺
序阄——— 最终选房阄。

“抓阄的目的就是在最大
限度上减少作弊的空间，任何
选择都是随机的，用公平的机
会让所有人心服口服。”芦家河
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开路说。

德州棚户区改造项目始终
坚持“阳光征收”：邀请被拆迁
居民推选代表，参与研究确定
安置分配方案、评估机构、拆迁
单位选择等重大事项，实现全
程阳光化操作，保障群众的知
情权和参与权；依法聘请信誉
高、经验丰富的评估机构进行
评估测量，坚持做到“一把尺子
量到底、一个标准定到底”。

棚户区改造，这一真正惠
及大众的民心工程，如今正在
州城大地上扎实推进，越来越
多的居民百姓将借此彻底告别

“蜗居”时代，喜圆安居梦。

宽敞明亮的住房，承载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梦想。从低矮破旧、脏乱狭小的棚户区，到宽
敞明亮、配套齐全的新楼房；从“忧居”到“优居”，变化就这样悄然发生在德州各县市区。

近年来，德州市全力、多策破解棚改“瓶颈”，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全市已有30余万居
民告别棚户区，搬上新楼房，实现了他们“小房变大房、旧房变新房”的“安居梦”。

3300余余万万居居民民
告告别别““蜗蜗居居””时时代代
德州棚改让“小房变大房，旧房变新房”

新建成入住的沙王社区。

紧邻学校、南部商圈和岔河景区的池口家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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