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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棚改地区重
点进行调整产业结
构，改善投资环境，盘
活地皮，激活市场，增
加就业，为当地城市
的发展注入持续发展
的新鲜血液，这是棚
改区‘造血’发展的应
有之义。”胡小武说。

正如国务院常务
会议指出，“很多方面
如棚户区改造等，可
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为此，棚改区域
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实现由“授人以
鱼”的输血型扶持向“授之以渔”的造血型发展转变才是棚改的重点。

据了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棚户区是未来 "年改造的重点区域。目
前，全国有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区）”。这些依矿兴起的城市，因矿
产资源枯竭，矿区工人失业，产业衰退，就业和民生保障难以为继。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如德国鲁尔
区、英国曼彻斯特、西班牙毕尔巴鄂等。鲁尔区曾是德国最重要的煤炭和
钢铁基地，从 +'世纪 !'年代开始遭遇经济结构危机。面对危机，德国政
府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转型。经过 ('余年的努力，鲁尔区
已成为当前德国经济的核心区。

目前，我国正借鉴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验，结合当地的实际情
况，为当地经济发展进行“造血”，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的辽宁盘锦，近年来提出“改造与开发
并举”的棚改思路，将棚户区改造和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步安排。盘锦
市连片开发棚改项目，建设商住一体的房地产，形成新商圈，提升招商引
资的吸引力，带动零售行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同时，盘锦市大力推动产业
结构转型，发展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目前，盘锦市石
化及精细化工企业发展到 +!+家，超过传统的油气采掘业成为第一大支
柱产业。

魏家棚户区是盘锦市最大的棚户区，经过改造形成了晟华新区，如今
是该市西部的新商圈。新商圈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
不仅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这下好了，
不用东奔西跑，就在家门口工作，不但能挣到钱，还有时间照顾孩子。”魏
家棚户区居民刘大妈说。据了解，晟华商业区目前已使 (''多名棚户区居
民有了工作，未来还将提供 #'''多个就业岗位。
“传统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实现区域‘造血’型自我发展的必要步

骤，”胡小武谈到，“做好产业转型升级，首先，把西部大开发和东部梯度产
业转移进行对接，将新兴产业有针对性地植入棚改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中。
其次，国家应该引导培育工业遗产旅游城市，国家、社会、艺术家多方努
力，促进当地旅游和文化产业的更新和复兴。”

棚户区改造和当地“造血”型发展密切结合是大有裨益的。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如果我们建设一些新兴的服务产业，就
能给城市带来新的商机。一方面，有利于缩小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和贫
富差距；另一方面，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当中，
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质量，让中国梦真正体现出是人民的梦、强国
的梦。

天空澄碧，阳光如水。/ 月 +! 日，笔者来到北京市石门
营五区———门头沟区改造的新区之一。
“欢迎到我的新家做客！”在 +#号楼 +单元，笔者见到了

/&岁的张桂枝，穿着深灰色的薄衫，神采奕奕。老人的房子
约 ('平方米，从橱柜到卫浴，从地板到电视，家里的一切都
朴素而舒适，小小的阳台上摆着花草和小葱，绿意盎然。

房子不要钱，是门头沟政府给二老的棚改安置房。“这房
子可不就是天上掉馅饼嘛！政府办了件大好事儿啊，我们知足
了！”张桂枝笑得眼眯成了一条缝。

在 +'&+年搬进新居之前，张桂枝在门头沟区东辛房棚户
区住了 #/年，一家子 /口人挤在 &!平方米的砖房里。
“下雨天那顶棚漏地哗哗的，想上厕所就顶着塑料布、踹

两脚泥淌过去，买个菜上坡下坡来回得跑上 "公里……”回忆
起在棚户区的日子，张桂枝连连摇头。

如今，辛酸已成往事。“现在这日子可得劲儿了！要买菜
就去楼下超市，想遛弯儿边上有滨河公园”提起眼下的生活，

张桂枝话多了起来，“而且这小区环境也好，以前走哪儿都是
墙和土，现在出了家门就是花啊树啊，心里可舒坦了！”

出了张桂枝家，没走几步，只听嘹亮的歌声从社区活动室
传出：“火红的太阳出东方，乔迁百姓住新房，春风吹来百花
香，幸福生活奔小康……”
“这是尹玉宝大爷作的曲，”随行的居委会大妈李金云向我

们介绍，“大合唱、扇子舞、健身操，这些文艺活动早已融入了小
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没有人会想到，就在 (年前，这里还是因其穷苦被人戏称
为“连鸟儿都不见”的老矿区门头沟；也难以想见，而今玩起
生活新花样的居民曾以“家有一碗粥”为生活的目标。

笔者随后来到东辛房棚户区，杂乱的平房一直蔓延到半山
腰上，私盖的储物棚包夹着狭窄的街道，居民在迷宫式的巷道中
娴熟地闪转。

棚户区还住着少部分居民，老矿工李大爷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家和政府都签了合同，听说明年就能搬喽！”大爷倚在门
框上乐呵呵地说，“这苦日子总算要熬到头了0”

门头沟区的棚改，启动于+''$年，完工后将解决近&'万人的
住房问题。截至+'&+年底，已交付安置房约/%万平方米&&!#!套。
“通过经济‘造血’，才能让老百姓真正住上好房子、过上

好日子。”门头沟区政府宣传部工作人员戴向明说。小戴告诉
我们，门头沟区正在积极进行产业转型，通过“造血”为本区
的长远发展“垫底子”。据悉，该区现已关闭所有煤矿和非煤
矿山，目标建设成为滨水山城，发展旅游休闲文化产业。+'&#

上半年，该区民俗旅游接待游客 #&*#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预计同比增长 &!*(1。

在全国范围内，+''%年至 +'&+年共开工改造各类棚户区
&+!' 万户，占同期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 万户开工量的
('2，圆了千万居民的“安居梦”。

然而，截至目前，我国仍有数千万户家庭，身在棚户区、心怀
上楼梦。“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出现棚户区很正常，改造也不可
能一步到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但
这不代表政府就能消极无为，而应‘快刀’改棚户，让老百姓早点
住新房。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公共财政的能力也较
强，我认为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解决棚户区问题。”

“棚户区改造既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重大发展工程。”! 月 +!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后 " 年再改造各类棚户区 &''' 万户，
其中城市棚户区 %''万户，国有工矿（含煤矿） 棚户区 $'万户，国
有垦区危房 %'万户，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 #'万户，并
逐步将非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统一纳入改造范围。

+''(年，辽宁等省份率先开始大规模棚户区改造，+''%年中央启
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改造步伐。+'&'年，中央全面启动城市和国有
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居民住上了“放心房”，也促进
了区域的面貌更新和经济增长。这背后，是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事实上，对于棚户区改造，中央政府一直在财政投入、融资、信
贷等方面给予支持。+''/年至 +'&&年间，中央政府共安排补助资金
/#'亿元。/月 &+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中又提出，今后五
年，将加大对棚户
区改造的补助，对
财政困难地区予以
倾斜。
“今年初，已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 (&#亿元支持棚
户区改造及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最近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
议的要求，又调整
追加了中央预算内
投资 &+' 亿元。”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说。

除了资金扶持，政府还在建设用地、税费、安置补偿方面出台优
惠政策，如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用地纳入当地土地供应计划并优先安
排，减少行政审批流程；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扩大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文欣苑小区是棚户区改造回迁社区之一，政
府除了对社区硬件支持，在绿化、物业、供暖等软环境方面，也处于持续
不断的“输血”状态，使居民真正实现了“住有所居”。但在 +'&'年冬季
却面临了尴尬局面———&)+的社区居民掏不起取暖费，主动要求停止
供暖。该区百姓就业率较低，收入偏低，是导致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类似阜新市的实践证明，仅仅通过政府补贴的单纯“输血”模
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生活困难。“以前棚户区改造所采取
的政策扶持、改造区域住房条件、完善基础设施等‘输血型’老路子，解
决的只是一时之需”。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
示，“中国经济
正处于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
期，拉动投资
与消费，带动
产业发展，形
成持续发展的
“造血机制”，
为城市‘造
血’才是将来
棚户区改造的
关键。”

“拥挤破败的砖房、泥泞不堪的道路、苍蝇环绕的公厕……”《纽约时报》等外媒在报道中国的棚户区时，大

多向人们展现其恶劣的生活环境。实际上，常为外媒所诟病的棚户区，也一直被看做是中国城市的伤疤。

但近年来，这些创痕正被一一抚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棚改上频频出招，加大政策、资金“输血”支

持力度的同时，还引导各城市、区域苦练内功，调结构抓创新，加紧“造血”谋发展。

今年 !月，在李克强总理看望内蒙古棚户区居民时抢镜的光屁股小男孩，欢乐地搬进了敞亮的新房子。今

后，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更多的“光屁股小孩”将拥有自己的房间。

!月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会议决定，今后 "

年再改造各类棚户区 &'''万户。/月 +#日，住建部召开全国棚户区电视电话会议，明确要求各地

在 &'月底完成棚户区改造计划。

国务院会议至今，已有 &个多月的时间。/月 +!日，笔者走进棚改片区，感受棚

改带来的新气象。

棚户“伤疤”能愈合

棚改“老路”难持久

“造血”转型是新路

京煤集团工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在紧张建设中。

新华社记者 公 磊摄

北京市门头沟区棚改居民在新家迎

+'&#年新年。 高学雷摄

棚改安置房建设如火如荼。

安居梦 赵乃育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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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棚户区改造：
!“输血”转向

“造
血”史新秀 姚荣华 鲍贞烨

小朋友在内蒙古乌海市改造

后的爱民佳苑社区幼儿园玩耍。

任军川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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