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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社区建设把“安置群众”摆

在首要位置，以安置促拆迁、促建
设。据统计，2013 年我市六县（市）
和上街区共开工255个安置区，竣工
177个，有146个安置区实现群众回
迁（含部分回迁），回迁群众 148028
人；市内五区共开工65个安置区，已
竣工30个，有21个安置区实现群众
回迁（含部分回迁），回迁群众58149
人；四个开发区共开工安置区47个，
已竣工 12 个，有 9 个安置区实现群
众回迁（含部分回迁），回迁群众
15339 人。这些安置项目都规划有
幼儿园、中小学、医疗卫生等配套设
施，项目建成后将为拆迁群众提供
一个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生态宜居
的“新家园”，有力促进交通路网、生

态廊道、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保障
重大项目落地，改善群众生活条件。

大学路南水北调干渠南岸，19
幢充满现代气息的安置房拔地而
起，不时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

“我们准备开春装修完就住进去。”
二七区荆胡村居民李大爷没事儿就
来这里转转。他说，通过城中村改
造，房子敞亮了，道路通畅了，环境更好
了，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在二七
区，2013年全区在建安置房达700万
平方米以上，回迁107万平方米，实现已
拆迁群众自住安置房的全部解决。

响应我市老旧小区改造行动，
中原区对辖区内物业基础配套设施
不健全不完善，缺乏基本物业管理
条件的老旧住宅小区以及零星分布
的楼院逐个排查、逐项登记，用时

50天，改造完成255个老旧小区，全市
推进速度最快，并计划采取专业化
物业公司进驻、后勤式管理、社区介
入等不同模式，逐步实现中原区城
市建成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

棚户区改造作为“四类社区”
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与我市广大
中低收入市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而
且关系着新型化城镇建设的进程。
据2012年摸底调查，我市共涉及棚
户区改造 23991 户 175.45 万平方
米。怎样让这些棚户区居民住上好
房子，我市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企业自改，政策扶持”的原则，完
善政策体系，创新建设管理，提供政
策扶持，加大资金支持，扎实推进棚
户区改造，让更多中低收入居民告
别“蜗居”住新楼。

“四类社区”建设促民生改善
□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赵文静/文 丁友明 唐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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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社区建设
丰富了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产业的壮大是新型城镇化的内
在动力，让居者乐业是新型城镇化
的归宿。

作为河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县
市，新郑坚持以人为本，突出以城带
乡，紧紧围绕农民就地就近转移这
一目标，走出了一条“产业为基、就
业为本、民生优先、产区互动、城乡
统筹”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孟庄镇潮河新城社区鸡王片区
的文书王德才算了一笔账：过去，村
民们人均住房不足30平方米，人均固
定资产不足2.5万元，集体资产为零。搬
入新社区后，户均补偿13万元，每户
提供两套以上住房，人均面积达60平
方米。同时，每户预留10%面积形成
商业房共9000多平方米作为集体资
产，集体固定资产达到9000多万元。

“以前俺是扛锄头的，整天累死
累活挣不了几个钱，如今在社区附
近的华南城、六盛钢材市场拿焊枪，
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元，不算少。活干完，

走不了几步路回到家，洗澡吃饭，生
活轻松愉快。”新城社区居民李金亮
对新社区带来的新生活很是满意。

“村民新楼齐齐整，街道纵横条
条通，商品琳琅样样有，风景如画处
处美。”在新密，新型农村社区实现
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同步建
设，入住新型社区已经成为一个愿
望、一种时尚。

建新社区容易，安排好生活就
业不容易。新密市把新型社区建设
和产业发展捆绑在一起，统筹规划
产业布局，建设国家级千亿耐材产
业基地1个，省、郑州市级产业集聚
区 3 个，乡镇工业园 7 个，农民创业
园56个，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近20
万个。同时，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中，旧房拆迁腾出了土地，仅牛店镇
张湾村就腾地1000多亩，加上合村
并点、合村并城，新密市共节约土地
10 万多亩。村民们将承包地和结
余的集体建设用地以入股、出租、转

包等形式向企业、合作社和种养大
户流转，实现了资源到资本的流转，
现在的村民通过土地入股、承包地
流转、园区务工，变为拥有“三金（节
约的宅基地建设用地指标入股得股
金、承包土地流转得租金、园区务工
得薪金）”的带土地市民，村民腰包
鼓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何才能让住进社区的农民生
活没有后顾之忧？怎样才能让他们
变成真正的“市民”？为此，登封市
的君召乡、唐庄乡和上街区峡窝镇
南部等贫困山区，围绕发展“沟域经
济”，利用扶贫政策推进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中牟县依托现代农业推进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市六县

（市）和上街区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切
入点，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结
合实际大胆尝试，因地制宜，发挥优
势，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真正让村民们不离乡不离土，“住得
好”、“生活得更好”。

样本 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