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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城镇化

民生大文章
范家屯的民生大项目， 以基础

设施为方向，合理布局水厂、垃圾处
理厂、污水处理厂等大型基础设施，
同时在周边设置绿化带， 给产业集
群集聚打造良好环境。

硅谷大街（公主岭段）已实现与
长春市硅谷大街的全线贯通，这是范
家屯镇融入长春市的关键一步，也是
最具标志性的一步。从镇中心公交车
站点出发，到达汽车厂区，只有十几
分钟的路程，范家屯由此实现了与长
春市的零距离， 其他的基础设施项
目， 有老城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分
别对民主街、电业路、农贸市场进行
改造；此外，还有东部新城供热项目、
净水厂项目、垃圾处理场项目、全民
健身公园项目、 广德寺公园项目、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等……

以这种民生清单的方式， 范家
屯镇用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事努力
改善城乡百姓切身利益的困难和问
题。

“包保责任”落实民生举措
为把民生项目选得更准、 办得

更好， 范家屯镇每年向全社会征集
为民办实事意见建议，以“群众呼声
高、项目可操作、财力可保障”为标

准，精心筛选确定了利民实事清单。
把民生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实
行镇委班子领导“包保责任制”，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紧盯分
管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瓶颈， 为民
生项目快速推进开辟了一条条“绿
色通道”。

同时， 范家屯镇政府与各责任
主体签订了目标责任状， 每个实施
任务的单位都成立了由主要领导负
责的专门班子， 制订了科学具体的
实施方案，制订出进度计划表，加班
加点，确保按期完成，取信于民。

“均等服务”关注热点民生
如今，范家屯镇大力发展教育、

就业、 医疗和文化为重点的社会事
业。 针对医保报销难问题，在镇医院
设立了” 低保人员报销药费绿色通
道”和“学生儿童送药费绿色通道”
两个“绿色通道”。 成立了范家屯慈
善分会和阳光助学基金会， 对贫困
学生和符合救助条件的特困家庭给
予救助。

为全力整治群众办事难问题，
建立了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将计
生、 低保等站所全部集中到综合便
服务中心；全镇 10 个涉及政务公开

的部门已全部公开和简化办事程
序。

同时， 该镇还全面加强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 以农村技防建设作为
提升群众安全感的重点工程， 在全
镇所有行政村建成了标准农村警务
室，覆盖全镇所有自然屯，256 个视
频监控点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网
络。 目前，全镇农村技防建设村覆盖
率达到 100%。

“全员保障”发展底线民生
现在的范家屯，出了小区大门，

沿街绿化的处处都是美景， 村屯环
境管理实现了常态化， 城乡面貌和
人居环境一天天改善。

为积极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 范家屯对全镇城乡环境进行
了整治。 全镇城乡道路全部实现了
硬化，80%的居民喝上了自来水，镇
区全部实现了集中供热， 总供热面
积达 300 万平方米， 主要街路全部
实现了绿化亮化， 城区路网达到了
四通一平标准， 生活垃圾做到了日
产日清，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同时， 为更好地满足低保群众
的基本生活需求， 逐年提高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民生清单提升居民获得感
据范家屯镇党委副书记孙学忠介绍：范

家屯镇城镇人口由 9.45 万增加到现在的
10.5 万 ， 城镇化率由 70%提升到现在的
77%，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之所以能够在短时
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主要是采取了两条
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是能够稳定地将农村劳
动力由土地上和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上转移
出来，进入二三产业就业，二是通过宅基地换
住房的方式，实施“整村迁移，集中安置”，镇
里启动了总面积为 40 多万平米的 6 个村民
新型社区的建设， 可转移安置农民 5171 户，
解决了农村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 让他们在
城里住有所居。

记者在走访平洋社区时看到， 一栋栋高
楼整齐林立， 楼宇间井然有序， 路面干净清
洁，往来居民神态悠闲，惬意自如……

这个社区的居民是由平洋村整村搬迁过
来的，是范家屯镇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村子。
住上了楼房的村民们都用上了电冰箱、 洗衣
机、热水器、燃气灶……再也不用抱柴火烧火
做饭了。 而且很多人家用上了地热，冬天都得
开窗户，拧开水龙头就有水，生活便利多了，
这就是平洋模式，即整村搬迁，土地流转，宅
基复耕。

整村搬迁方面： 平洋村 6 个自然屯、537
户、2055 人， 全部入住镇里新建的农民新型
社区。 此前，范家屯镇协调开发商，先垫资给
农民建社区，让村民“上楼”。村民按原来住宅
面积 1:1 置换， 仓房等附属物按评估价进行
货币补偿。 村民自主选择房子的大小，想比以
前大些的，增加的部分按每平方米 2800 元购
买；想比以前小一点的，政府按照同样价位返
钱。

土地流转上，农民进城以后，土地流转给
村集体统一耕种，每公顷 1.3 万元租金。 村集
体获得的种植收入大约在 126 万元左右，按
照耕地的收益标准返还给村民。

平洋村整村搬迁后，共腾出宅基地 84 公
顷，建设新型社区需 3.5 公顷，根据土地增减
挂钩政策，余下的 80.5 公顷可转为建设用地
指标。这些指标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后，预
期收益 3.36 亿元左右，其中，1.5 亿元用于建
农民新居，还清开发商垫资；1.86 亿元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

复耕后的土地也统一由集体经营， 复垦
的面积里除了农民的宅基地，还有公共用地，
这一部分村集体收益，用作村民“上楼”后的
物业费、管理费、卫生费和村集体提留积累。

而在十家子村， 则是就地城镇化。 在硅
谷大街一侧，十家子新型社区一期 6 栋楼已
经竣工， 待二期建成后农民可以直接入住，
农民的身份也就可以直接转为城市居民。 楼
房的居住面积是按照 1:1 的比例置换，而且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换回来的楼房马上就增
值再加上安置费和土地补偿费，很受农民的
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