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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高楼

那一边的期盼
叶晓楠

大约 ! 年前，记者在东北采访途中路

过林区，看到公路两边一些低矮的棚户蜿蜒

错落。当地人告诉我，那就是林场的棚户区，

依山傍水，仿佛很田园风光似的，住进去就

知道，这里上水难、下水难，从如厕到取暖，

从就业到洗澡乃至娶亲，就没有不难的，老百

姓早就盼着棚改了。

是的，如果不亲自走访，便不能体会到棚户

区居民身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却蜗居在“冬如冰

窖夏似火”的破败旧房里的感受，也很难体会到

他们早换新居的迫切心情。

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一方面是

中国人历来崇尚安居乐业，安居是普通老百姓最关

心的事，更是棚户区居民的真切梦想，理应助圆；

另一方面，住在棚户区中的居民，有许多是生活困难

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外来流动人口，他们长年蜗居在这

样的环境里，生活水平很难改善提高，长期发展下去，

会扩大城市内部差距，抬高城镇化的门槛，加大城市

内部的二元分化，不利于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在城市

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高楼那一边

殷切的目光。

人们看到，棚户区居民渴望住新房的梦想，在中国

自从 "##$年开始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后，正在逐渐成为

现实。从 "##%年到 "#&"年，国家开工改造的是 &"'#万

户，而本届政府上任后，又承诺完成 &###万户。新近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为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中的约

&亿人解决住房问题，再度成为国家在 "#"#年前要达到的

目标之一。这一点，正在为各地“你追我赶”的速度和崛

起的新房所印证。

诚然，在目前进行的棚户区改造中，还存在着各种各

样的困难，资金紧缺是事实，搬迁工作难做也是实情，还

有的棚户区居民住上楼房后断了原来的生活来源或是不适

应新的生活。但所有这些，在民众翘首以盼的民生托底工

程前，都应该通过创新工作方式，汇聚多方力量来解决。

政府要以过紧日子的决心，切实把“三公”经费省下的钱更

多地用到棚改等民生工程上，通过一紧一放的财政杠杆倾

斜，向民众昭示政府服务型角色的真情回归。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

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

系社会和谐稳定。”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出，“人民

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

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 年的岁末，李克强又一次走进了棚户区，在天津

市红桥区西于庄的棚户区，他一连走进了 !户居民的家中，

仔细察看居住情况。他对闻讯而来的群众说，你们的住房

困难和改善意愿，我们都记住了，政府和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尽快让你们搬进新房。

李克强的话，让西于庄的居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中国政府对千千万万棚户区居民所做出的承诺，将在

不久的将来，让更多的改革红利落到他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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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漏雨、冬天进风、如厕排队、白天点灯”……如果要问棚户区
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印象，他们能用一组组排比句来告诉你在狭小、昏
暗的房子里蜗居的糟糕体会，许多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换个大点
的、环境好些的房子。而今，他们的梦想正在被加速度地实现。

在网上检索可发现，“速度”一词，近年来屡次被媒体用于形
容各地棚户区改造的进展。

在南昌，去年短短几个月内，当地实施了青山南路、郭家
庄、万寿宫、十字街、青山湖西岸等棚改项目，拆除!##多万平
方米的破旧危房。万寿宫街区，第一天&!#户签约交房，$"天
完成房屋征收工作；十字街片区，第一天就有%##多户居民
排起长队领取签约序号，当天签约(#(户，)天完成房屋征
收)#*，(%天完成+%*，创造了棚改的“南昌速度”。

在哈尔滨，在启动搬迁时，在全市范围内为桥头屯
遴选了&'##多套房屋，由于配套政策到位，创造了棚
户区改造的“哈尔滨速度”。

在吉林，从!""#年到!"$!年底，全省改造各类
棚户区%&'(万平方米，使&&)万人受益，成为吉林
的“棚改速度”。

这一串串速度被纷纷点赞的背后，是各地
政府以棚户区改造为抓手，帮助群众解危解
困、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努力。

当然，如果我们再把观察的时间放
得更长一些的话，便可以看到一张正在
不断全面加速的棚改“时间表”：

"##$年，辽宁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
全省范围内的棚户区改造。之后，不少地
区陆续跟进。

"##!年，国家启动了东北三省煤矿棚户
区的改造。

"##%年四季度起，中央决定将各类棚户区改
造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拉开了全国大规模推
进实施城市和国有工矿、国有林区（场）棚户区（危旧
房）、国有垦区危房、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的大幕。

"##%年至"#&"年，全国!年内开工改造各类棚户区&"'#万户，
占同期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万套（户）开工量的$#*；基本建成各类棚
户区改造安置住房)!#万套。

"#&(年，本届政府开门之初，便承诺了!年内再改造&###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的目
标。在第一年的"#&(年，全国计划改造各类棚户区(#$万户，截至&&月底，已开工("(万
户，占目标任务的&#',"*。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到"#"#年，解决约&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
和城中村改造的重大课题。

梳理这样的脉络，我们看到，中国的棚户区改造绝非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一以贯之的
民生工程。
“这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参观完辽宁抚顺市棚户区改造纪实展馆后，知名城市与

区域规划专家爱德华·布莱克利在留言中这样评价。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棚

户区问题是城乡二元和城市二元结构的突出症结所在之一，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可以达成共识、
易于合力攻克的问题，理应成为城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主
任张占斌教授对本报记者分析说。

"#&( 年 &" 月 $ 日，棚改

“光屁股小孩”高宇博在新居

的厨房里玩耍。

新华社记者 张 领摄

"#&(年岁末，“抢镜男童”一家终于搬出了棚户区，住进了新房。

去年"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造访内蒙古包头市退休工人高俊

平家时，高家的小孙子在镜头前光着屁股从衣柜里爬进爬出，这段画面在

《新闻联播》中播出后，迅速成为热门视频。而一提到“抢镜男童”，总会让人

联想起包头市北梁的棚户区。

当年&"月，高俊平一家喜迁新居，成为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户区改造工

程受益者之一。坐在刚刚买回来的沙发上，高俊平边给前来帮忙搬家的亲

友倒茶水，边感叹：“仅仅&#个月时间，党和政府就让我们实现了几十年的梦

想。”

棚户区的居民圆梦绝非个例，从内蒙古到吉林，从山东到江西……各地

的棚户区改造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千千万万棚户区居民实现了安居乐业

的梦想，从此，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棚户区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

去年&#月"+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

建设专门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十二五”

规划提出，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

户区改造住房('##万套（户），到"#&!

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左

右，这是政府对人民作出的承诺，要全

力完成。他同时指出，要重点发展公共

租赁住房，加快建设廉租住房，加快实

施各类棚户区改造。

"#&(年(月，刚刚上任的李克强总

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做出了“本

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万户以上

各类棚户区”的硬承诺。"#&(年&"月下

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

又提出了涉及三个“约&亿人”的重大

课题，其中包括到"#"#年，解决约&亿

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的课

题。

从破题到攻艰，中国正在以积极

的姿态，彰显让更多城镇棚户区和城

中村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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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龙须沟》 剧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

的臭水沟，话剧 《龙须沟》 是“人民艺术家”

老舍的代表作之一，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市政府对龙须沟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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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回迁居民贾良琴抱着孩子在新居阳台上观

看新房。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盖房不是终点就业好生活才更好

去年)月&"日，包头市东河区吕祖庙广场上举行了首届北梁棚
户区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当天入场企业((家，提供了包括管理、
营销、幼儿教师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和一线操作工、服务类等
适合大众的岗位!##多个。而这样的招聘专场，此后还将陆续举办，
为更多走出城市棚户区的北梁人提供就业机会。

爱德华·布莱克利曾表示，城市的改造项目一定要通过更加
聪明的方式进行。他解释说，所谓“更加聪明”，意味着政府应当
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和就业机会。

的确，走出了低矮阴暗的棚户，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棚户
区的改造工作还远不是终点。从忧居变宜居，需要解决从“输血”
到“造血”的问题，要让他们有活干，有钱挣，有饭吃。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说，棚户区改造绝不仅仅是一个大规模的住房工程，更是
一场牵涉棚户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和一项大规模的就
业工程。

棚户区里居民多是收入低、就业难等困难群体，住房水平骤
然提升之后，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暖气费、物业费
……这在之前的棚户区里从没有过的事情，现在也要出现在他们
的生活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有的居民搬入新居后无力负担暖
气费、物业费等窘迫状况。不少棚改新区居民表示，棚改解决了住
房的忧虑，但“进了楼还不代表进了城”，没棚改的盼拆迁，住进新
建小区的盼“宜居”，“宜居”之后盼的就是就业“安居”。

棚改工程深入发展到今天，棚改的概念早已远远超越了“简
简单单地盖新房建新城”的阶段，如何解决棚户区居民的生产生
活问题，提高棚户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再就业能力，成为当务之
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设公益岗位，帮助零就业家庭中有就业
愿望的人接受培训等，早已成为各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比如在辽宁省，在棚改中大力实施的“就业促安居”工程，利
用改造腾出的土地兴建小企业、创业市场、农贸市场和再就业一

条街，安排棚户区援助对象就业或再就业。如今，在辽宁各地的棚
改新区里，都可以看到由回迁居民开办的洗衣店、小超市、小饭店
等。
“目前，居住在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约&亿人口中，除去城

镇困难家庭和工矿、林区、农垦等单位的老职工，也有相当一部分
是农业转移人口及外来转移人口。我们对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进
行改造，不仅要改善居住条件和公共设施，还要对走出棚户区的
居民加大培训，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生活水
平，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城市内部差距，逐步化解并消除城市内部
二元结构现象，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张占斌说。

"#&( 年 &# 月 (# 日，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京煤集团

工矿棚户区安置房的配套设施正在紧张施工。

新华社记者 张 宇摄

尽管棚户区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各地也逐
渐趟出了一些可行的路子，不过，去年)月住建部在对
《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进行政策
解读时指出，尽管确定的!年改造目标较上一个!年有
所减少，但完成这一目标任务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住建部指出，经过前几年的改造，容易改造的棚
户区大多已经改造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改造难度大
的“硬骨头”。

困难更大、任务更重，“硬骨头”硬在哪里，要怎
么才能啃得动？

首先，资金缺口是大问题，各地棚户区改造的资
金缺口普遍较大。过去几年，棚户区改造资金筹措的
基本做法是中央补一点、地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
点、市场筹一点、企业和居民拿一点。但是，今后要改
造的棚户区多在中西部地区、独立工矿区、资源枯竭
型城市和三线企业较集中的城市，多数位置偏远，商
业开发价值低，实施改造很难实现资金就地平衡。加
上建材、人工费用上涨较快，改造成本持续高企。当
前，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棚改，在地方财政收入减缓
的形势下，正面临新的挑战。
“与之前的棚改相比，集中、成片的好地段的棚

户区改造越来越少，资金平衡压力比较大。”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
刘卫民对本报记者分析说，“新一轮棚改模式探索和
创新已经是迫在眉睫，建议从三个方面做出探索：一
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贴息或税费优惠
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二是积极探索组
建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并重点向城镇化过程中的棚
户区改造项目倾斜；三是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探
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棚户区改造模式，特别是项目资金
的平衡机制。”

其次，拆迁仍然是普遍难题。有些棚户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改造时涉及征地和农
民安置，要解决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虽然绝大多数棚户区居民愿意并支持改造，但也有一些居民嫌楼房住得远不方便，

有的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有的觉得住进楼房提高了生活成本不划算，还有一些居民趁机多
要些利益，推高了改造成本，影响了改造进度。”张占斌
说，深入交流后，我们便会发现棚户居民各有自己的
辛酸事。在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多元化的今天，棚改工
作要做得更细更实，才能把好事办好。

刘卫民指出，随着依法行政水平日益提高，棚
户区的拆迁成本将有所提高，拆迁速度也将放缓，
这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棚改任务提出了更大
挑战。

此外，在大规模推进棚户区改造的过程
中，如何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工程
质量安全，确保困难群众住上放心房，都是
需要审慎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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