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住进城里，就算是新市民么？当然

不算，拥有了城市的物质环境，还得融入其

中的生活习俗。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联络村村民

邓园，一家5口人，领到了近80万元的补贴，

花40多万在麓山润城买了个140平方米的

房子。但让邓园恼火的是，住进了城里的小

区，农民身份成了城镇户口，一家人的生活

习惯，却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首先出问题的是父亲邓石原。老人家把

以前留下来的丝瓜种子带来，把小区一块草

皮揭了，种上了自己的丝瓜。“当天，物业公

司的人就上门了， 说我老爸破坏了公共绿

地，要赔500块。”邓园好说歹说，才给赔了

300。接下来出问题的是妻子刘芸，丈母娘送

来一只土鸡，她用绳子将鸡一拴，就养在了

电梯出口的走廊里。“对面的邻居不干了，说

有臭味， 还有细菌， 物业公司的人又找来

了。”

“我们农村里，哪会讲究这么多！”不能

种菜、不能养鸡养鸭、不能躲在草丛树林里

“解手”，邓园笑称，为了给他们这些进城的

“新市民”培养生活习惯，物业公司还给他们

家上了节“市民素质教育课”。

如何让市民如蛇蜕皮一般，蜕变成为新

市民？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表示：

“我们要使每个农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为先导区‘农民转为市民’营造良好的人文

环境!”

望城县光明村。

要真正让“新市民”安身立命，还必须让

他们谋到“饭碗”。两年来，劳动部门开办了

50余期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班， 有近1万农民

参加了免费技能培训。组织征地农民专场招

聘会20场次，向企业推荐就业5000余人，通

过政府购买物业岗位、 安排交通劝导员、协

管员等方式安排公益性岗位2000余个。征

地农民中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进入二、 三产

业，成为产业工人。

同时，大河西先导区极力支持新市民自

主创业。长沙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房价是最低

的，拆迁补偿标准却是较高的，以一类砖混

结构住房为例，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偿

2500元，补偿给农民的钱在买了住房后，还

有剩余，使他们有资金进行二次创业。目前，

先导区拆迁农民中的三分之一走上了自主

创业的道路。

在梅溪湖、洋湖垸等片区，被征地农民

户均购商品房200平方米以上，新购运输车、

工程机械1000多台。 长沙几大汽车销售公

司甚至将汽车摆到拆迁现场， 方便农民选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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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区

■文/本报记者 李琪

图/本报记者 童迪

蜕变

———长沙大河西先导

区二周年巡礼之三

长沙的夏天，酷热，特别是到了中午时，屋外的光线白花花直刺人眼。

7月23日，长沙市岳麓区天顶乡川塘村村民彭忠，和往常一样，从大清早就奔波在工地上。滚烫的太阳光

线，没有一点折扣，直直刺在他手臂上、脖子上。一点也不觉得热，彭忠心里反而有股沁凉的舒服味儿。天气再

这样晴一阵子，承包的项目就能提前完工，30万的工程款就可以领到手了。

彭忠早做好了打算，可以的话，接下来的一个月不接项目了，好好休息下，承诺了带老婆孩子去看世博会的呢。

变了，变了。

彭忠摇头感慨，要不是大河西先导区建设，村里搞征地拆迁，他一定还过着全家吃低保的窝囊日子，哪有现在

年收入20多万的好光景？

大河 西先 导区 规 划 的

1200平方公里范围内，50万农

民面临洗脚进城。在先导区的

建设过程当中，综合配套改革

和城市开发建设的重点，就是

要解决城乡统筹的问题。

之前， 长沙市副市长、长

沙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赵文彬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曾表示， 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这“两型社会”的建

设，尤其需要探索的，就是打

破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农民

转变为市民。 他说：“中国的7

亿农民， 如果有5亿变成了市

民，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疲

软，内需不足等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

为此，大河西先导区管委

会在2009年就安排了1个亿的

预算，以加速先导区范围内的

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步伐。同步

进行的是，将失地农民全部纳

入社会保障，做到“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先导区建设两年来，探索

出了自己一套农民身份转变

的“快速”模式。那就是，改变

过去提供安置房的办法，实行

完全的货币化安置，让农民住

进城市里， 生活在城市里。没

有被列入城市规划的农村地

区， 如果农民想进城成为市

民，大河西也“欢迎”。凡属居

住在土地整理区的农民，如果

愿意放弃宅基地和承包地，政

府也可以提供资金帮助他住

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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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打破城

乡二元结构，让更多农民转变为市民。

每个农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为先导区“农民转为市民”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蜕变，是通过一段时期

的茧封或是焰炼，涅 的

过程。 蜕变是极其美好

的，因为会有改变，有对

新事物的期盼带来的兴

奋， 还有对原来的决裂，

珍惜蜕变的过程，拥抱希

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风水总是轮流转。

与上海“宁要浦西一

张床， 不要浦东一间房”

相反，多年来长沙河东河

西发展不均衡，河东发展

日新月异，河西却是步履

蹒跚。但当大河西先导区

开始建设之后，这种局面

瞬间打破， 用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的

话说，“长沙的未来看河

西!”

这样的“过河”之变，

最先体验到震动的，当然

是在河西生长、世代耕耘

土地的农民。 最先受到

“惠泽”的，也是他们，洗

脚、上田、进城，转变成为

“新市民”。先进的安置模

式，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社

会保障，多种选择的就业

途径，其实，对农民来说，

进城比在土地上播种、收

割容易得多。可能还是有

不舍， 因为硬环境只需融

入， 而软习性却要时间来

改变。 就如同长沙市岳麓

区梅溪湖街道联络村村民

邓园的老父亲一般， 舍不

得家里的丝瓜种， 或是习

惯了养鸡， 甚至习惯了尿

急便站在草丛里解决。这

便是蜕变的“阵痛”，用心

体验，蜕变之后就是新的

世界。

2010年7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文聪玲 图编/覃翊 美编/曾可可 校对/张郁文

A10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