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中，广大农民告别乡村，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如何让他们

高高兴兴进城，并且过上有奔头的幸福生活？这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新郑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园林绿化等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增强，社区功能日臻完善，农民生活提档升级，走出了一条具有新郑

模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然而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进城能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只有

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解决好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让

农民真正均等地享受到各项公共服务，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幸福指数”的跃升。

整洁靓丽的居住环境，便利贴心的公共
服务，井井有条的社区管理——这一切已不
再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在新郑市，那些搬进新
社区的农民群众也享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方方
面面。

7 月 11 日，孟庄镇潮河新城社区鸡王片
区，居民王宝莉带领记者参观了她家的新房
子。“你看现在房子通透明亮，三室两厅，自来
水、电、天然气、有线电视、光纤啥都有。”王宝
莉向记者介绍说，这么舒适的房子，平时打扫
起卫生也很有劲儿。

让社区居民自豪的是，7层高的楼房都安
装有电梯。鸡王片区的文书王德才解释，村
民上楼住，不带电梯不行，一个原因是家家都
有老人，老人爬楼梯不方便。

孟庄镇潮河新城社区鸡王片区位于孟庄
镇西北部，原村庄总面积 3150 亩，1700 多
人。按照人均 60平方米进行安置，该村共节
约出 190 亩地用于产业发展，实现了群众安
置、资金运作及产业发展的总体平衡。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没出一分钱，群
众没掏一分钱，该市按照“政府主导、群众自
愿、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和“以人为本、和谐
拆迁、合理补偿、无偿安置”的原则，真正让群
众拿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证换取国有建设
用地房屋产权证，在原村庄集体居住用地上，
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形象展示、高效
益管理。“真正实现了使群众搬得进、不欠账、
能就业、有保障。”

王德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村民人均
住房面积不足30平方米，安置新型社区以后，
免费为每户提供2套以上住房，人均面积60平
方米，其中，居住用房50平方米，商业用房10平
方米。同时，预留10%的商业房共9000多平方
米作为集体资产进行统一出租。

不仅如此，新郑市在社区建设中按照“六
通、十一有、两集中”的标准进行配套建设，集
中建设了老年公寓、超市、诊所及供暖供气等
设施，开展了医疗卫生、治安巡逻、文化体育
和环卫保洁等“一揽子”服务。

建设新型社区——
让群众住得更加舒心A 龙湖镇林锦店村，以前集体资产

为零。安置新型社区以后，自家住不
完的房子可以对外出租。同时，村里
还有 4万多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集
体资产，增加集体固定资产4亿元。

在新郑，以“住宅+商铺”、“住
宅+出租房”的模式增加收入，壮大
集体经济的新型社区不止林锦店一
个。为了适应新型社区建设后农民
生活成本和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的现
实需要，该市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
增减挂钩腾退结余的建设用地用于
标准化厂房、出租门面房、专业市场
和工业项目建设，由集体统一经营，
使集体财产从无到有，让群众拥有
长期稳定收入。

此外，新郑还鼓励群众通过土
地流转来实现收益。“不想种地的，
地不会荒了；出去打工的，可以从地
里解放出来了；没有工作的，还能提

供就业机会。”说起土地流转，新郑
市梨河镇黄埔蔡村村民切实感受到
了其中的甜头。

黄埔蔡村 2000 多亩土地，有
80%进行了土地流转。每亩地每年
租金 1300多元，比原来农民单纯种
地能增加几百元的收入。流转出来
的土地大部分用来发展供港蔬菜，
当地群众除了收益土地流转租金
外，在蔬菜基地打工的每月还有
3000余元的工资。

“黄埔蔡村以前主要靠种植小
麦等传统农作物作为经济来源。如
果单靠传统农业耕种是发展不起来
的，更谈不上带动群众致富了。”该
村党支部书记孟文超告诉记者，今
年，村里剩余的那部分土地也流转
出去了，用来种植名贵苗木。通过
土地流转，他们走出了一条具有特
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壮大集体经济——
帮农民找到发展新靠山B

住进新型社区后，如何实现农
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变？新郑推出
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合作创
业、文化惠民、现代农业示范、城乡
居民社会保障和行政效能提升“六
大工程”。

前不久，辛店镇在桃源社区举
办的第一期免费家政服务培训班成
了当地群众关注的焦点。此次为期
15天的培训，除了安排有家政服务
基础知识、家政礼仪、相关法律知识
等内容外，更多教授的是实际操作
方面的知识，如家庭清洁、婴幼儿护
理、家庭养老护理技能等，得到了当
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让农民有事干、有岗位，才能有
盼头。新郑按照“一个社区一家企
业，一个家庭两人就业”的要求，社
区布局按照“四临”（临城、临镇、临
干线道路、临产业集聚区）的理念，
两公里内至少有一家规模企业作为
产业支撑，由乡镇牵头，以社区为单
位为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以免费技
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的“双免工
程”为载体，利用新郑丰富的职业教
育资源，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剩余劳
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解决农村劳动
力就业技能不高、就业渠道不畅的

问题。3年来，该市累计实施定向职
业技能培训5万人次，促进了农村富
余劳动力就近就业、高质量就业。

曾经，他们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在城镇化的时代大潮中他
们变身市民。有了新房子、有了补
偿金、有了稳定的收入，然而他们最
缺乏什么，最需要什么？那就是精
神寄托。

针对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相对贫
乏的问题，新郑变“文化下乡”为“文
化在乡”，积极开展以“百支队伍、千
名骨干、万家欢乐”为内容的“百千
万”文化惠民工程，通过招募志愿者
进社区，培训文艺骨干，为每个新型
社区组建2支文艺队伍，丰富群众业
余文化生活。目前，该市共组织广
场舞、戏曲、盘鼓等文艺集中培训12
期，培训文艺骨干和文化志愿者
2000 余人，组建各类文艺队伍 600
余支，在农村营造了积极向上、健康
多姿的文化生活氛围。

如今，通过这“六大工程”，新郑
市还建成了新型农民协会总会和13
个乡镇分会，促进农民增收 10%；都
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完成基础设施
投资2亿元，入驻农业企业10家，流
转土地1.8万余亩。

C

从平房到楼房，新郑市新型社区的建设让农村居民
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区里通车便利，绿化好，多
功能的社区文体活动中心和运动广场丰富了居民的生
活，和谐的社区环境让老人们过着舒适幸福的晚年。更
为重要的一点是，居民的生活更加“有保障”了。

龙湖镇林锦店村党支部书记郑保才告诉记者，以前，
村民除自费缴纳医疗保险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保障。如
今社区通过集体资产每年收益 1200万元用于民生改善，
实现了社区居民社会保障高于城镇一般居民水平。医疗
方面，由村集体统一免费为群众缴纳每人每年 60元的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每一位村民建立健康档案，每年
组织60岁以上老年人和中小学生免费体检；养老方面，每
年用村集体收益代缴村民每人每年100元的养老保险，实
现养老保险全覆盖；教育方面，投资3000万元高标准建设
的林锦店小学已投入使用，篮球场、多功能运动场、食堂、
班班通等各项软硬件设施都可与城市学校相比。

为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不让群众有后顾之忧，新郑
市对入住新型社区的群众，除继续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良
种补贴、粮食直补、农业综合补贴等政策性补贴外，还给予
了他们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甚至有些集体经济发展好的
社区居民待遇还远远高于城市居民，让他们拥有了“双重
身份、双重保障”。

实施双重保障——
让群众不再有后顾之忧D

城镇化问题是当下全国关注的热城镇化问题是当下全国关注的热
点。如何探索出城镇化的“新郑模点。如何探索出城镇化的“新郑模
式”，实现有品质的城镇化？新郑市坚式”，实现有品质的城镇化？新郑市坚
持以人为本，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当前持以人为本，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当前
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
了完美的呼应。了完美的呼应。

开工建设新型社区开工建设新型社区3939个，建设安个，建设安
置房面积置房面积10001000万平方米，老房子没有万平方米，老房子没有
了，群众住得却更加舒服了；了，群众住得却更加舒服了；20092009年农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民人均纯收入83158315元，元，20132013年农民人年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到均纯收入增长到1.391.39万元，失地农民虽万元，失地农民虽
然离开了老本行，但是他们的收入却提然离开了老本行，但是他们的收入却提
高了，同时他们还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包高了，同时他们还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包
括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城市居民括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城市居民
才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才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

“不依靠群众，我们无法实现城镇“不依靠群众，我们无法实现城镇
化；不为了群众，我们的城镇化也没有化；不为了群众，我们的城镇化也没有
意义。”一个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意义。”一个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模式逐渐在新郑浮出水面。模式逐渐在新郑浮出水面。

土地流转
实现了农业增
效、农民致富。

“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开展以来，群众文艺活动越发火热。

功能齐全的辛店镇阳光花园社区。

组织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帮助群众拓展就业渠道。

建设中的龙湖镇郑老庄社区。

近年来，新郑市积极探索“两不三新”的“三化”协调
发展之路，全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着力构筑“两城、
两市镇”的城镇体系和“三主三辅”的现代产业体系，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好的态势、好的趋势、好的气势。

为进一步加深外界对该市“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建设工作的了解，提升群众对“三化”协调发展的认知
度，赢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增强全市党员干
部在推进工作中的干事热情，即日起，本报推出“以人

为本 率先突破 努力建设‘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系列
报道，展示新郑市在“三化”协调发展中“以人为本、互
动发展、留住乡愁、金融创新”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
得的成效。

编
者
按

T4
20142014年年77月月3030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编 谭文国 马艺波 校对 禹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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