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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长远考虑城镇化
1 社区规划、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等重大
决策都由群众来定

2 确保留足集体资产，保障原村村民福利

3 产业发展带动了城镇价值提升，集体
经济不断升值

4 产业发展带动人口快速集中，拉动商
贸服务等第三产业带动就业

如何让农民接受城镇化
1 按人口分房

2 就近解决就业，收入比种地多

3 集体资产分红、房产出租，收入来源多

4 企业承担“五险一金”和培训费用

5 政府承担市政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

“啥是物业费？住自家房子还要
交钱？”尽管今天说起来自己都觉
得好笑，但当从农民变成社区居
民时，常小学的生活观念和城镇
生活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冲突。
常小学身处的河南郑州新郑市，
去年10月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
化综合试点，试点的头号任务就
是将20万农民就地就近转化为
市民。从个人层面看，农民变市
民后，面临着生活来源和福利保
障问题；从全局层面看，也有城镇
化所需的资金和土地问题。
针对这些困难，河南省委提出“以城
镇集聚产业的规模和提供的就业岗
位决定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
移的规模和城镇化进程”，指导新郑
摸索一套可行的经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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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小学现在是新郑薛店镇常刘社
区居民，入住一年多来，他已经非常习
惯新的生活方式。出门有小广场，有喷
泉，有服务中心，有卫生站，有小学，有
幼儿园，还有自助银行。

刚搬进常刘社区时，他这么算账：
菜本来地里种，水地里打，柴地里捡，搬
进新社区全得花钱。

如今他这么算账：集体分红、房产出
租，两个儿子就近进厂上班，赚的比原来种
3亩地多很多。而且按人口分，他家分到两
套170平方米的大房子，通水通燃气，儿子
结婚不用盖房，这省下来的不都是钱？

为了保障群众权益，新郑市建立起
一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
制，所有成本支出被列为一份清单，分
担主体和分担责任一一明确。如政府
承担市政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成本，
企业承担职工“五险一金”和培训等费
用，个人承担社会保障中的个人部分，
社区建设中预留的集体资产则承担了
社区居民的日常开支，如果有节余，可
以替居民缴纳社保和养老保险。

农民不能成为城镇化的代价。河南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的要求
非常明确：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这一过
程不能从农村挖土地、不在农民身上打
主意，不以农民放弃土地为身份转换和
享受城市政策、公共服务的条件。这就
要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体必须是农民
自己，社区规划、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等重
大决策都由群众来定。除个人得到房产
之外，新郑市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配
建商业房，确保从中留足集体资产，而集
体资产的经营和增值最终将成为原村村
民福利保障的“聚宝盆”。

源源不断的集体收入，是农民带
“土”转移的表现之一。不论农民走到
哪里，这份稳定的收入为他们解决进城
后生活成本增多的压力。而第一代进
城农民的养老，作为最长远、最根本的
一大事项，也被纳入了考虑。新郑尝试
把集体资产解决养老成本的做法机制
化，初步探索了以集体资产作抵押，为
社区居民缴纳养老保险的可行方案。

航空港区给水工程
实施方案通过专家评审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获悉，该区规划与国土资源局
会同郑州航空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组织编制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给水工程实施方案》，已经专
家评审并原则通过。

该方案对航空港区范围内的供水
系统进行设计，西至京港澳高速、北至
双湖大道（郑民高速南侧约2公里）、东
至S223改线（新107国道线东侧约6公
里）、南至炎黄大道，总面积约415平方
公里,确定的方案期限为2015~2040年。

该方案主要涵盖了从水源取水、
水厂制水、管网及泵站的输配水直至
售水的全过程，并引入了补充直饮
水、智慧水务等内容。确保港区安全
供水，对全区供水系统建设和发展提
供了更加科学、完善的依据。
郑州晚报记者 袁帅

市总工会表彰“创争”先进
本报讯 近日，市总工会对2014年度
全市“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
职工”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
行了表彰。

经基层工会推荐和市总工会“创
争”活动指导协调小组评选审定，授
予登封市宏昌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
单位郑州市“学习型组织标兵单位”
荣誉称号，并颁发郑州市“五一劳动
奖状”;授予白传忠等10人郑州市“知
识型职工标兵”荣誉称号，并颁发郑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还有5
个单位被授予郑州市“学习型标兵班
组”荣誉称号，10个单位被授予郑州
市“学习型组织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10个单位被授予郑州市“学习型先进
班组”荣誉称号，38人被授予郑州市

“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满足工会会员多方面消费需求

6月底前郑州各级工会
将洽谈200家优惠商家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
6 月底前,各级工会将为工会会员洽
谈200家特约优惠商家。

据了解,新工会会员卡全省适
用,除县（市）区补贴类专项优惠活动
外，商家提供的优惠项目面向全省
持卡工会会员。

优惠商家的选择将尽可能涵盖商
品购买、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法律援
助、家政服务、日常生活等服务领域。

加盟的签约商家将授予“河南
省工会会员卡特约服务单位”专属
标识牌，同时对持卡会员优惠折扣
方面引起的纠纷，督促及时处理，并
在 48 小时内将处理结果反馈持卡
人。对一个月内被投诉 3 次（含）以
上的加盟商家，要求其及时纠正；对
拒不纠正或半年内被投诉10次（含）
以上的，应予解除加盟合作协议。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以产业促就业，以集体资产经营和增值为村民提供持续福利保障

新郑 农民进城路正新
□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王汉超

新郑市委书记王广国介绍，农民进
城，第一道难题是后顾之忧，第二道难
题是发展后劲，这些在产业发展中迎刃
而解。就业本身是一重保障，产业发展
带动了城镇价值提升，集体经济不断升
值，从根本上成为另一重保障。

首先是产业集聚带来产业升级。
过去，新郑的产业布局号称“百里长
街”，沿干道两侧，遍布高耗能、高污
染、低附加值的产业。几年来，500 多
家企业被淘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小而全”的行业，大体转入食品、商贸
物流、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和 5 个产
业集聚区，集聚发展直接带动就业就
达 10 万人。

接下来是产业集聚带动组团城市
的区域价值提升。产业的集聚发展，带
动人口快速集中，拉动了商贸服务等第
三产业，形成了“产城互动、新城老城互
动、一二三次产业互动”的综合效应，构
筑了“两城两市镇”的组团发展格局。

打开规划图，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

向着城市组团调整，组团之间是集中连
片的绿色农田，未来新郑的空间布局以

“北部城镇化、南部田园化”为重点，逐
步形成“人在城中、城在园中、城园结
合、生态宜居”的优美环境。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说，加快工业
化城镇化，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集聚、人
口集中、土地集约。只有有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能力，提高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创造更多就业，容纳更多
农村人口转移和高端要素集聚。

在统筹算好土地指标、农民利益、资
金运作、就业岗位、粮食生态、社会保障等

“六本账”的顶层设计下，新郑推动了产业
结构调整和城乡资源要素重组，促进了产
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
规模经营集中。从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
质量第一位到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市、全
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50强，综合试点新
郑正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生动注脚。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3日14版）

社区的集体经济能否支撑起居民的
福利缺口？答案是能。由于以白象食
品、雏鹰农牧、思念食品为主打的中原食
品工业园发展势头迅猛，带动了集体经
济的发展：社区集体的商业房产被人看
中作为酒店，而标准化厂房在产业园炙
手可热。甚至分到居民手里的房产也被
租户看中，每户年租金超过两万。

薛店镇的东侧，跨过高速公路和
高铁线，是蓄势待发的郑州航空港，新
郑给薛店的定位是“啤酒小镇”。常刘
社区向北 2.8 公里远，年产可达 100 万
千升的雪花啤酒厂 3 月中旬刚刚酿出
第一批酒。这样规模的啤酒厂，全国
不超过 5 家。

企业拉动就业，啤酒厂带来了上下
游的包装、物流等配套。薛店镇镇长安
广涛介绍，有了产业，区位优势才体现
出来。啤酒厂原本起码占地 400 亩，结

果只用了 314 亩。因交通和区位之便，
根本不需要建太大的仓库。

雪花啤酒仅仅是去年新郑签订的
48 个大项目之一，连同光明乳业、中储
粮大豆油脂加工，3 个食品项目加起来
将完成增加值 60 亿元。去年已投产的
27 个项目将实现增加值 138 亿元。而
在实力最强的龙湖镇，郑州市外迁的
170 家大型批发市场中，110 家汇集于
此。一座名叫华南城的市场，占地10平
方公里，完全建成后，这一个市场就能
吸纳20万人就业。

河南强调“产业为基、就业为本”，
从而完成产城互动。华南城的建设没
有靠卖地搞房地产，很多人认为“不划
算”。但事实上，产业发展的效益远超
过卖地。随着人气聚集，大量第三产业
跟进，包括以棚户区改造为主体的房地
产等各个行业在产城互动中受益匪浅。

以产业集聚，蓄满农民进城的发展后劲

编者按 4月3日，《人民日报》“经济聚焦·直击改革前沿”栏目，刊登《以产业促就业，以集体资产
经营和增值为村民提供持续福利保障——新郑 农民进城路正新》文章，报道了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郑州新郑市在河南省委“以城镇集聚产业的规模和提供的就业岗位决定农村劳动
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城镇化进程”指导下，试点将20万农民就地就近转化为市民，摸索
出一套可行的就地城镇化的经验模式。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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