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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新 疆 篇

住上安居房，生活更美好

從昭蘇縣城去往天山鄉的草原公路兩旁，金黃色的油菜花一直蜿蜒向
前。汽車來到喀拉布拉克草原，就到了被該鄉年輕的黨委書記賀嬌

龍稱為「離伊犁州黨委最遠的一個邊境鄉」的天山鄉。
在該鄉「三房」集中區，約有好幾個平方公里的區域內，許多房屋已經

建成，有的路面已經鋪油，有的路面兩旁整齊地擺 垃圾桶。
記者一行來到哈薩克族牧民熱薩利的家，熱薩利正在院子裡忙碌 。

「今年5月份才搬進來，還在裝修呢。」熱薩利操 不太熟練的普通話和記
者聊 。走進熱薩利的新房，中間是客廳，兩邊各有一個臥室。牆上、地
上均鋪排 民族色彩鮮艷的地毯。「房子建築面積有115平方米。政府補助
我5萬元，自己包括裝修（4萬多元）在內一共拿了11萬元。」
「搬來這裡之前，我家住在離這裡8公里的農二村，住的三間土房，碰到

下雨就漏得厲害，屋外的道路也泥濘不堪，非常不方便。」熱薩利告訴記
者，原來他們村有不少哈薩克族農牧民收入漸漸好了，想改變一下生活環
境，很多都移居到伊寧市了。他們一家本來也想移居伊寧市，後來鄉裡搞
了這個「集中連片」農牧民新村，才打消了移居的念頭。
「現在環境衛生好了，外出辦事也方便多了！出門就是水泥路、柏油

路。」熱薩利高興地說，去年他僅賣了100多隻羊羔，收入就有近6萬元。
加上養殖、種地，他家去年一年的收入有7萬多元。「現在居住和生活環境
更好了，日子越過越甜！」熱薩利話語中充滿了滿足。
「在這個項目啟動之前的5年，由於較差的居住和生活環境，鄉裡收入較

高的200戶，都搬遷到伊寧去了。對於我們這樣一個邊境鄉來說，人口外遷
對鞏固邊防是不利的。」賀嬌龍神色凝重。
根據該鄉農民人均8畝地、牧民戶均370畝草場、收入不算低這樣一種情

況，天山鄉從去年開始，將邊境地區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安居富民資金、定
居興牧資金、江蘇泰州援疆資金等整合在一起，在鄉裡劃出一塊地進行連片
集中開發，建設農牧民新村，把原來住在山上的農牧民共278戶集中搬到新
村，將8個行政村全集中在這裡，進行整鄉推進整體開發。計劃利用2到3年的
時間完成這一項目，將全鄉符合條件的2950戶農牧民全部搬遷到這裡。
為什麼要整鄉推進集中開發？「這是根據我們鄉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

決定的。」賀嬌龍說，並且這樣做可節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入。如果8個行
政村都單獨建設新村，需要建設8套基礎設施，現在只要建設一套就可以，
整鄉推進集中開發還可以幫助群眾克服攀比心理。
對於將近400戶的貧困戶，該鄉採取「自己籌一點、親朋好友幫一點、村裡

出一點、鄉裡籌一點、銀行籌一點」的辦法。對於特困戶，每年由鄉、村、
群眾選出30戶最困難的，由鄉里出面幫助建房（其他採取補貼的方式）。
「我們真正做到了一切從實際出發。要求房屋建築面積戶均在80平方米

以上，但確有困難的，也可放寬標準。對於特困戶建築面積在50到60平方
米的，我們還是發放財政補貼。」
安居才能樂業。目前，該鄉安居富民、新農村房屋改造開工853戶，主體

完工278戶；房屋改造美化、道路硬化、路旁美化已全部開工建設；牧民定
居集中連片建設20戶，目前主體已完工，散戶建設25戶，改造棚圈45戶
3500平方米。
昭蘇縣各級財政對於「三房建設」給予了最大的支持和資金保障。昭蘇

縣財政局長曹志飛告訴記者，「三房」建設是惠及民生的重大工程，涉及
資金量大。自今年開春以來，縣財政累計撥付資金3682.5萬元，其中：安
居富民工程資金2312萬元，新農村建設資金360萬元，定居興牧建設資金
1010.5萬元。

定居興牧，開啟新疆牧民幸福新生活
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努拉洪新村，卻又是另一番景

象。走進新村，一棟棟紅頂（不 鋼板）、紅磚的房子在陽光下熠熠閃光。
記者走進哈薩克老鄉巴哈提的家，院子裡曬 草地紅花（一種中藥），房

子正門的門楣上有「鹽城援建」四個字。後面有牲口圈，裡面幾十隻雞在
追逐 覓食。57歲的巴哈提告訴記者，去年鄉里扶貧給了100隻雞苗，如今
養到這麼大了。
「我家是去年10月份搬到這個新村的。新房有80平方米，足夠住的。」

借助工作人員的翻譯，老人告訴記者，以前住在離這30公里的烏孫山腳下
的「冬窩子」裡，經常有雪崩、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消息閉塞、交通不
便、孩子上學遠、用水都極不方便。
自從搬入新居，老人家裡養了50隻羊、30頭牛，還種了100畝草地紅花，

去年他家的收入能達到4萬多元。「國家政策對我們好得很，以前想都沒想
過能夠住這麼好的房子，國家的政策好，感謝共產黨！」老人高興地說，
現在看病有新農合，養老有新農保。住到這裡後，娃娃上學方便了，有了

自來水，也能看電視了，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像的。
努拉洪新村所在的扎格斯台鄉黨委副書記關建功（錫伯族）介紹說，這

個新村是2006年開始建設的，現在該村已有210戶入住，在建27戶。最終入
住將達到469戶。
對於記者最為關心的建房資金的情況，關建功扳 手指頭算了一筆賬：

一戶建房成本約為12萬元（該村配套的水電路建設資金由縣鄉兩級財政自
籌）：其中對口援疆資金3萬元，中央財政2.5萬元，自治區財政1萬元，牧
民自籌5.5萬元左右。
為了讓農牧民既能住下來又能富起來，鄉政府給每戶100畝草場發展畜牧

業，同時，還引進了紅花、薰衣草等經濟作物種植，政府還在新村附近修
了一座水庫，可同時發展牧家樂、烏孫山滑雪等旅遊項目。「去年我們鄉
的人均收入達到4360元，今年預計增加1000元。」關建功信心滿滿地說。
察布查爾縣財政為了確保三房建設資金的落實盡了最大努力。該縣財政

局長滕昊告訴記者，為確保落實三房建設等各項民生工程資金，多方籌措
資金，大力壓縮和控制一般性支出，千方百計拓寬民生資金的來源渠道，
全力保障了民生項目的實施。今年上半年該縣民生支出（含三房建設資金）
累計投入42847元，佔公共財政預算支出的76%。

保障房，讓無房戶居有其所樂陶陶
在有「八卦城」之稱的伊犁州特克斯縣，記者獲知了這樣一個信息：該

縣保障性住房建設中，廉租房已佔50%！
在該縣一處保障房小區52歲的哈薩克族婦女古麗拉告訴記者，因為家裡

老伴常年生病，又欠下了債，沒住進這裡之前一直是租小平房住，一個月
得交200多元房租，房子沒下水，生活很不方便。「因為家裡不富裕，每月
收入來源全靠老兩口的低保金370多元，廉租房房租很低減輕了我家的困
難。」古麗拉說。
同小區的庫爾班加對於能住上廉租房十分高興：「以前到處租房子，一間

房子至少100元，租了15年房子。後來搬到這裡，總算結束了租房的日子。」
「國家的政策好，幫我家解決了大問題。」15年的租房生涯，讓庫爾班加的話
語中充滿了滄桑，聽得出來，他話語中的感激之情是那樣的真切。
「我們縣從2008年開始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截至目前，全縣共建設保障

性住房1616套、9.8萬平方米，上級和縣財政給予了大量支持，確保了建設
資金的需求，財政補貼大部分用於棚戶區改造。」特克斯縣民生住房辦公
室副主任肖朝勇介紹說，城市保障性住房先解決無房戶，廉租房主要針對
低保戶，公租房主要用於解決「夾心層」職工、新就業單身職工、引進人
才、勞模等。
財政在該縣的保障性住房建設中至關重要。特克斯縣財政局長萬長青

說，在財力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該縣不斷調整優化支出結構，千方百計籌
措資金。2008年至2012年，各級財政對該縣保障房建設共投入資金1.3億
元，累計發放廉租房租賃補貼30.36萬元。同時，對廉租房、公租房、棚戶
區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設，一律免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收入、散裝水泥專
項資金等政府性基金；減免各項行政事業性收費，2008年以來，共減免各
類行政事業性收費323萬元，2011年減免土地出讓金110萬元。
作為全國唯一的一個副省級建制地州，伊犁州財政在「三房」建設中，

積極籌措建設資金，做好資金調度和管理。伊犁州財政局黨組書記李新軍
介紹說，伊犁州今年將投入近20億元的住房保障資金，此外州直農、牧、
城市、林區危房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建設全口徑計劃投資76.22億元，助力伊
犁州「三房」建設。

廉租房「門檻」降低，百姓住上幸福房
位於南疆的庫爾勒市，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在該市郊區保障

房住房小區56號小區，記者和維吾爾族老人伊布拉伊拉起了家常，整個房
間有50平方米大，牆壁上掛 色彩鮮艷的民族特色掛毯，老人邊給大家倒
奶茶，邊與大家分享 自己的喜悅。
「我家以前住在市裡的波斯坦村是土胚房，現在住上了樓房，很開心，

房租6個月才交190元，不貴。」老人說，自己和老伴都吃低保。「搬過來
後感覺很好。」老人豎起了大拇指：各種服務都好，房子出點啥問題，維
修人員很快就能來。小區有保安，沒有賊娃子（小偷），冬天還暖和。
庫爾勒市住建局副局長任民楊告訴記者，保障性住房去年已經有680戶入

住，其中棚戶區改造房540戶，廉租房140戶。二期共18棟樓主體已經完
工，共有1030多套房子。棚戶區改造房造價為2200多元每平方米，其中個
人每平方米掏750元，其餘由中央、自治區、市三級財政補貼。廉租房建築
面積均為50平方米，房租為每平方米0.7元，用於房屋維護。
「我們市裡為解決『夾心層』的住房問題，已將保障性住房入住『門檻』

從原來的人均月收入380元提高到580元，這也是大勢所趨吧。」任民楊告
訴記者。
為了確保保障房資金的如期投入，庫爾勒市財政可謂殫精竭慮。同時，

良好的資金保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該市財政局長邢德江告訴記者，今年
以來，該市保障性住房計劃總投資26.55億元。目前已開工建設規模51.51萬
平方米，總投資約14.36億元，財政已投入資金約10.85億元，其中：安置房
3817戶、廉租房1995戶，受益人數約1.8萬人。
截至今年7月底，該市已開工建設安居富民房3302套，同時提高安居富民

戶均補助標準，從2萬元增加到2.4萬元。目前安居富民工程已投入資金
2197萬元。

財政資金有保障，「三房」建設順利前行
今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繼續開展「民生建設年」活動，新疆各級財政為

了服務好「民生建設年」提出的25類90項重點民生工程，在民生資金籌
措、管好用好來之不易的民生資金等方面多措並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民生資金的籌措和保障上，我們千方百計籌措資金，並盡早安排。」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財政廳經濟建設處副處長渠慎儉介紹說。
資金保障是「三房」建設的重中之重，新疆財政多渠道籌措資金保障建

設需求。自治區財政在積極爭取中央投資補助的基礎上，還通過地方政府
債券、財政預算、政府信用平台等渠道籌措落實建設資金，保障工程建設
需求。2011年累計落實「三房」建設工程資金171.4億元，其中：中央補助
122.8億元、自治區財政安排48.6億元。
2012年財政已撥付「三房」建設資金161.4億元，其中：中央補助114.2億

元、自治區財政安排47.2億元。
為了保障「三房」建設的順利實施，自治區財政還仔細做好資金測算工

作，並結合各年度建設情況提早謀劃同時主動與財政部、自治區主管部門
做好溝通和銜接工作，根據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的總體安排部署，合理
提出全年爭取中央投資補助和安排自治區配套資金的工作方案和全年分月
用款計劃，為資金按期到位奠定基礎。
安居富民、定居興牧工程對於農牧民的安居樂業起 重要的基礎性作

用。為加快安居富民、定居興牧工程實施進度，切實減輕農牧民負擔，從
2011年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補助標準提高一倍，安居富民工程從每戶4000
元提高至8000元，定居興牧工程從每戶5000元提高至1萬元。
為了進一步解決農牧民建房資金籌措難的問題，自治區專門出台政策對

建房農牧民貸款給予財政貼息。截止2012年7月自治區財政已撥付貼息資金
1.5億元，帶動金融機構向農牧民發放建房貸款近70億元。
在財政資金的保障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三房」建設工程交出了一份

滿意的「成績單」：2011年至今，新疆建設各類安居住房115.38萬套，其中
建設安居富民房60萬套、定居興牧房2.84萬套，保障性住房52.54萬套。

■伊犁州昭蘇縣天山鄉整鄉推

進「三房」建設示範工程。

幸福安居惠及天山南北
—新疆各級財政大力支持「三房」建設紀實詩聖杜甫在其名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

發出這樣的疾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

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安居才能

樂業，自古皆然。

在塔里木盆地綠意盎然的鄉村，在準噶爾盆

地繁華喧鬧的城鎮，天山南北一路走來，在新

疆廣袤的大地上，一場浩大的安居富民、定居

興牧和城鎮保障性住房建設工程隨處可見，施

工場面如火如荼。2012年隨 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繼續開展「民生建設年」活動，在諸多民生

項目工程中，安居富民、定居興牧、保障性住

房等工程不但讓越來越多的新疆各族人民居有

其所，而且讓他們致富有門。

與此同時，在新疆各級財政的大力支持和保

障下，新疆各地大力推進「三房」（安居富民

工程、定居興牧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設，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千萬名各族群眾喜遷新居。

杜甫的這一千古吟唱正在大美新疆變為現實。

■文：楊曉程

■伊犁州昭蘇縣天山鄉定居興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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