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工業化、城市化浪潮下，大批失地農民出

路何在？雲南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農民進

城」。為此，雲南為進城農民準備了「兩床被

子、十件衣服」。而昆明市國土資源局在推動

「農民進城」中，在政策搭台、土地綜合整

治、保障房用地等方面，探索出的模式尤其引

人矚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丁樹勇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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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綜合整治為農民進城搭台

「土
地綜合整治，是以土地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
增減掛㢕為平台，採取綜合措施，對農村

田、水、路、林、村實施的全面綜合整治，㠥力改善
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和生態環境，促進『三重新四集
中』，推進全域城鎮化的一項系統工程。」昆明市國
土資源局局長周興舜說。昆明市國土資源局強化制度
創新，從制度層面全面加大對全域城鎮化建設的支撐
力度，制定並下發了《昆明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㢕
項目區實施方案編制審查辦法》、《城鄉建設用地增
減掛㢕拆舊地塊整理復墾辦法》、《昆明市全域城鎮
化試點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㢕實施意見》、《昆明市
全域城鎮化試點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㢕實施辦法（試
行）》、《昆明市全域城鎮化試點土地整治項目管理實
施細則》、《昆明市全域城鎮化試點土地整治項目管
理辦法（試行）》、《昆明市規範城鎮化土地管理工作
的實施意見（試行）》等文件，為全域城鎮化的順利
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全市已有8個增減掛㢕試點
項目區實施規劃（方案）獲得批准實施。《嵩明縣土
地整治規劃（2011-2020年）》已通過了國土資源部專
家評審。

保障性住房用地應保盡保
「保障性住房建設工作是市委、市政府最大的民生

工程之一，也是國土資源部門做好資源保障服務重中
之重的工作之一。」周興舜局長說。
隨工業進程快速推進產生的大批務工農民，隨城市

化擴張而產生的大批被徵地農民，如何融入城鎮？昆
明的做法是「同城同保，同城同權」：農民進城轉戶
後，除享受原來的農村居民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林
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房所有權和集體資產收益權等
合法權益，在一定年限內繼續執行原居住地計劃生育

政策和建立輔助政策外，還在城鎮保障性住房、子女
受教育、勞動就業、醫療、養老、技能培訓、社會救
助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政策待遇，以此解決
轉戶農民的後顧之憂。
2011年以來，昆明市國土資源局積極將保障性住房

用地作為民生工程的首要任務，採取計劃單列、應保
盡保、單獨組件、單獨報批的方式，實行徵、轉、供
一併辦理，做到保障性住房用地應保盡保。全市共落
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4460.36畝，其中保障性住房用
地1503.33畝、城市棚戶區改造用地1934.75畝、公共租
賃房用地1002.28畝。

「三重三置換」建新型社區
農地重新整理、村鎮重新建設、要素重新組合，農

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民宅基地和住房、農村集體資
產所有權置換城鎮產權住房、城鎮社會保障和股份合
作社股權，是昆明市探索的「三重三置換」模式，這
一模式將工業化、城市化浪潮中對老城區改造、大型
項目建設、工業園區建設等的徵地拆遷安置房，集中
建設新型居住社區、新興產業園區、新型商貿服務
區，有效解決農民進城後的居住問題。
晉寧縣滇池治理「四退三還」移民安置，搬遷的

人數達11950人，佔昆明市滇池治理搬遷人數的二分
之一。加上公路、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搬遷的
人數，全縣移民安置人數達19000人，佔到了全縣農
民總數的8.1%。晉寧先行實施了昆陽城市化集中居
住區項目，建設住房97棟共3062套，根據群眾需求
設計6種戶型；公用建築16棟，配套小學、幼兒園、
社區管理、會所、警務站、衛生服務中心、超市、
獨立商業、農貿市場、廣場、垃圾中轉站等；小區
太陽能併網發電系統、中水處理回用和雨污分離、
天然氣供給系統和智能化管理系統俱全，是該縣史
上建設規模最大、功能最多、配套設施最為完善的

一個高品位的居住小區，已有7100名搬遷群眾逐步
入住。

「三重三置換」使昆明「十一五」期間35.9萬完全
被徵地農民，基本轉為城鎮居民；4.75萬工程或生態
移民大部分轉為城鎮居民。

「三區聯動」促進城農民就業創業
就業難、增收難，是進城農民適應城市生活的瓶

頸。昆明探索出聯動建設新型居住社區、新型產業園
區、新型商貿服務區的「三區聯動」模式，實施一條
商貿街、一個中心市場、一個集中居住區建設，使城
鎮功能與城鎮規模相適應，擴張速度與內在動力相一
致，促進進城農民就業創業。
晉寧在昆陽集中居住區南面建設電子儀表、光學儀

器、服裝製造等勞動密集的烏龍產業園區，可吸納近
6000名失地農民就業。在西面建設集商務金融中心、
商業中心和生態養生度假中心於一體的昆明西城商貿
服務區，以吸納失地農民就業創業；而在居住區內建
設的獨立商業區，以及小區內的物業管理工作、配套
商業建築的租賃經營等，也為失地農民提供就業崗位
和就業機會。
昆明市緊緊抓住工業化加速、信息化升級、城鎮化

提升、市場化轉型、國際化拓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
的有利時機，在全市範圍內統一城鄉就業政策、就業
管理制度和就業服務，通過「市場推薦一批、企業吸
納一批、街道和社區消化一批、創業帶動一批」等方
式，使進城農民平等獲得就業指導、平等競聘就業崗
位、平等享受失業登記和就業援助制度。 2011年，嵩
明縣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21033人，轉移農村勞
動力25555人。發放鼓勵創業貸款105戶621萬元，為
180名創業人員提供小額擔保貸款900萬元，8家勞動
密集型企業各獲得200萬元貸款，3項貸款帶動790餘
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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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集中推進「三重三置換」和「三區聯動」建設，推

動「一步城市化」。

和平片區規劃面積18平方公里，40%土地佈局新型居

住區、20%土地佈局新型產業園區、40%土地佈局新型

商貿服務區，㠥力打造產業支撐、商貿配套的城市新型

社區，支撐和推動2個村委會、13個自然村、5600餘人

實現一步城市化。目前，和平片區建成集中居住區2個

1374套住房，在建1個集中居住區1338套住房；主幹路

網建設基本完成、支次路網全面覆蓋，建成商貿項目6

個，一批產業項目加快聚集，「三區聯動」格局初步形

成。通過和平社區試點建設，預計可整理集體建設用地

約3139畝，扣除集中居住區建設用地850畝，可新增建

設用地2289畝。

安寧試點「一步城市化」

晉寧縣積極拓展進城農民就業渠道，通過8條就業創業
新途徑，讓失地農民逐步過渡到以商貿為主、工業為
主、三產為主，失地不失業。
該縣按照「工業園區企業吸納就地就近就業、配套產

業園區支撐就業、依托西城商貿服務區聚集就業、城市
化集中居住區商業服務中心就業、滇池流域範圍外租地
發展生產實現自我就業、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農
村土地流轉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吸納就業、開發公益性崗
位安排就業」的思路，拓展失地農民就業渠道。據統
計，晉寧工業園區入駐企業382家，吸納6213人進城入
園就業；2011年發放「貸免扶補」貸款300人、貸款金
額1500萬元，小額擔保貸款864人、貸款金額5921萬
元。推薦勞動密集型小企業貸款10戶，帶動就業2500
人；出台企業吸納就業人員獎勵政策，獎勵金額95300
元。同時，培訓城鄉勞動力2172人，組織創業培訓373
人。結合滇池流域產業結構調整，對有轉移願望的青壯
年農民進行園林綠化、蔬菜花卉栽培、農機修理等專業
培訓2630人。

晉寧廣開農民就業創業渠道

嵩明縣西山社區通過鄉村佈局調整建設幸福鄉村，將
建成「昆明桃花源生態旅遊度假區」。
西山社區隸屬嵩明縣嵩陽街道辦事處，是一個苗漢雜

居的村委會，有15個自然村，12個村民小組，農戶692
戶，人口2304人。「為搞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村莊建
設規劃的銜接，我們將利用3年時間，分三個階段，將西
山社區基本建成幸福鄉村。」站在嵩明縣境最高的三尖
峰下的竹海邊，嵩明街道辦事處副書記孔令林說。
在孔令林眼中，「幸福鄉村」既是以生態、宜居、特

色為目標，整合農村危房改造、地質安全隱患異地搬
遷、整村推進等項目，搬遷小村和散戶，集中遷併點建
設的新村，也是幸福生活的載體。西山社區將硬化進村
及村內道路，實現水電、通訊、廣播電視戶戶通，農村
人畜飲水安全，建設幸福鄉村；並將沿山勢建設兩條旅
遊景觀線路，結合原生態的苗族風俗習慣，大力發展生
態農業、設施農業、休閒觀光農業等，建設「昆明桃花
源生態旅遊度假區」，以產業帶動農民增收致富。

嵩明遷村併點建幸福鄉村

呈貢新區確定14地塊，統一安置近10萬轉戶居民，
節約土地5028.9萬畝。
隨㠥呈貢於去年撤縣設區，現管轄範圍屬於昆明

市總體規劃的中心城區範圍。結合新區遷村併點及
控制性規劃要求，呈貢在新區規劃範圍內，統一選
址14地塊，安置6個街道、29個社區、近10萬轉戶居

民。現村莊建設用地總量10080畝，規劃建設用地
5151.1畝，通過統一安置，可節約土地5028.9畝。規
劃確定的14地塊，按照安置區、產業區、商貿區各
三分之一的比例配置土地資源，將強化基礎設施、
生活設施配套，同步規劃建設幼兒園、學校、文體
廣電和商業網點等配套設施，採取政府引導、企業

參與、市場運作的方式，建設統一規劃、統一標
準、統一分配、統一管理的新型居住社區，實現農
民市民化和農民居住社區化。目前，14個安置房建
設項目中，已有4個項目一期完工或基本完工，3個
項目近期開工建設，7個項目正積極開展項目招商、
策劃等前期工作。

■各類媒體深入嵩明縣了解低丘緩坡綜合開發利用規劃

情況，圖為嵩明縣國土資源局局長接受採訪。

■昆明市安寧太平是城鎮上山的樣板。圖為媒體記者採

訪安寧市國土資源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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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商貿服務區建設，使城鎮功能與城鎮規模相適

應，擴張速度與內在動力相一致。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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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貢安置十萬進城農民

■入駐園區項目，成為吸納進城農民就業的有效載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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