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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水墨刘圩”“碧水双河”，也有“花园新行”“红色振友”，还有“桃果映霜的薛嘴”“绿桑

粉藕的涧河”“东篱花田的小史集”……在宿迁，一个个新型农村社区或古朴、或雅致、或疏朗，田园风

光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随着农房改善的深入推进，一幅农民安居乐业、乡村加速蝶变的新画卷正在西楚

大地铺陈开来。

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关系全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局。2018年 9月，宿迁全面吹响了农房改善的

“冲锋号”，争做全省农房改善的排头兵。一年多来，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生活好”工作目

标，让农民群众昂首迈入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目前，全市已改善 10.2万户农户住房条件，开工建设项

目 152个。

突出“统”的思维，在强化工作统筹上见“真功”

想明白再干，准备好再上。宿迁深刻分析过去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工作中存在的乡镇统筹不足、工作进

展不平衡、项目质态不优等问题，加大市级统筹力度，实施“市负总责、县区实施、乡镇配合”推进模式，

重点抓好统筹政策标准、统筹规划布局、统筹建设模式、统筹组织推进“四个统筹”。

强化顶层设计，加大统筹力度，是宿迁推动农房改善工作的最鲜明特色之一。在统筹政策标准方面，

市级层面明确了从总体目标到年度计划安排、从搬迁到安置、从建设到配套、从考核奖惩到纪律要求等一

系列标准体系，保证各项工作有规有据，做到“谋定而后动”。

在统筹规划布局方面，宿迁积极优化镇村布局体系，明确“1+3+50+N”城乡发展空间格局。同时优化

城区、镇区和新型农村社区项目选点布局，提高进城入镇购房补贴，合理引导农民进城入镇留村，有效发

挥农房改善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统筹建设模式，宿迁改变过去“乡镇主导、商业开发”的模式，突出县区主体责任，由县区统一负责

规划编制、资金筹措和项目实施，以县区国有实体公司负责“统规代建”为主，引导农民因地制宜“统规

自建”，并积极引入中建、中冶、蓝城等高资质大型企业参与农房建设，全市采用代建和 EPC 模式项目已

达 47个。

统筹组织推进，健全完善“领导包片、县区包干、部门包块”推进机制。加大考核力度，考核结果纳

入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运用考核“指挥棒”推进农房改善工作落地落实；专门出台农房改善纪律规

定，明确“二十个严禁”，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险等。

紧盯“好”的要求，在提升群众利益保障上做“细功”

对于搬迁安置各项政策，泗阳县张家圩镇小史集村村民蔡维亮一清二楚：“每次镇、村两级干部都会

带着宣传材料来我家，耐心地向我讲解政策。”



细致宣讲，安心搬迁。宿迁要求各地组织广大镇村干部，携带一份安置意向调查表、一份自愿搬迁协

议、一份宅基地自愿腾退协议、一本农房改善政策汇编、一份安置项目效果图和户型图“五个一”材料登

门入户宣讲政策，做到搬迁补助和安置价格、安置项目和户型以及安置流程“三个讲清楚”。

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宿迁始终坚持把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好、保障好农民权益摆在头版头条，

避免“强行强制、代民做主”。

提高群众积极性，让群众“愿意搬”。通过提高补偿标准和进城入镇奖补、推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增加提前搬迁奖等形式，切实增加农户综合补偿。目前，各地户均补偿普遍提高 3—5万元，进城入镇购房

奖补提高到 8%—12%。

提高群众获得感，让群众“搬得起”。通过户型上控面积、面积上控差价、配套上控成本等方式，切

实降低实际负担，努力让农民不花钱或尽量少花钱。同时，按照定户头、定程序、定标准的“三定要求”，

采取价格下浮、交钥匙暖心房、共有产权、贷款贴息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实行兜底安置，目前

全市已完成四类重点对象改善 1.6万户。

提高工作规范化，让群众“放心搬”。鼓励各县区积极探索域内补偿标准、搬迁协议、规范流程“三

个相对统一”，坚持“先申请后实施、先补偿后搬迁、先安置后拆除”，深入细致抓好政策宣传，做到不

强求搬迁进度、不强求土地指标，今年以来已搬迁改善 6.3万户。

坚持“高”的定位，在提升项目品质品位上用“硬功”

走进宿豫区仰化镇涧河新型社区，路灯古色古香，河面波光粼粼，一幢幢青瓦白墙的新农居错落有致，

浓浓的古韵风扑面而来，碧水环抱下的村庄分外动人。

“我们打破传统规划设计理念，采用‘逆规划’设计手法，保留村庄肌理现状，对原有水体、植被、

田埂等进行重新梳理，引入现代元素，凸显地域文化，彰显乡土风情，留住乡愁记忆。”涧河新型社区项

目规划设计总负责人吴文森介绍说。该项目设计方案荣获全省农房设计方案二等奖。

目前，全市年内计划启动的 153 个项目中，118 个项目设计单位具有甲级资质。通过严格规划细节把

控，重点对空间结构、建筑风格、地下管网、绿化景观等进行过细审查，特别是乡村项目，明确以低层为

主，注重保持乡村肌理，努力塑造“宿迁民居”风貌特色。

全面落实一个项目、一套方案、一组计划、一个专班、一名领导的“五个一”项目推进机制，在高起

点规划的基础上，实行高要求监管、高水平示范、高标准配套，把牢农房改善工程质量生命线，避免“跑

偏走样、质态不高”。

高要求监管，建立健全“1+5”质量安全监督体系，保证规划设计理念、要素、细节落实到位。高水平

示范，确保示范项目进度领跑、质量领先、形象领头，在全市逐步形成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整体联动的

良好效应。全省首批 29个省级示范创建项目中宿迁占到 11个。高标准配套，明确 4大类 39项集成项目清

单和 8大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建标准，以农房项目为引领，集成配套“水电路气绿田网”。

做足“实”的文章，在提升支撑保障上下“深功”



农房改善给农民群众带来的不仅有崭新的家园、美丽的环境，还有便利的生活、增收的机遇。宿迁以

“农房项目+”为抓手，做足做实农房改善支撑保障“四篇文章”，让农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生

活好”。

夯实产业支撑。围绕农房改善项目配套农业重大项目，支持重点镇、特色镇做大做强乡镇工业园、创

业园，因地制宜发展“家门口就业”工程，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力争产业配套项目与农房改善项目同步建

成。2019年以来，全市提升乡镇工业园区 100个、入驻企业 2019家、新增就业岗位 8000个；已开工建设

农业产业配套项目 167个，完成投资 26.3亿元，可带动就业 1.1万人。

做实空间治理。对农房改善涉及的搬迁村庄和新建社区公共空间进行整体重构，明确搬迁涉及集体资

产产权，确保集体资产只增不减；重点整治公私权属不分、公共利益受损等顽疾，对闲置、侵占和不合理

处置的集体资产资源一律应收尽收、公开交易，统筹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截至目前，全市收回被占用土

地 33.3万亩，收回集体村部、厂房、校舍等资产 67.2万平方米，1289个行政村通过空间治理村均增收 11.2

万元。

抓实社区治理。探索建立新型社区“一委两站五岗”新机制，妥善处理好新型社区和原村居党组织、

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关系，推动农房项目优先建成新型社区党建示范点。在农村新型社区同步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积极探索和新型社区相适应的物业管理模式，三年内将建成 120 个党建示范

点、100个文明实践站，物业管理实现全覆盖。

落实要素保障。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因地制宜进行点状供地，多渠道加强资金筹措。探索金融机

构支持搬迁复垦、工程建设、农户购房等各个环节的路径渠道，在全省率先获批农房改善项目贷款；省供

电公司将宿迁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划拨用地农房建设项目高压及以上部分投资全部纳入支持范围，减轻地

方投资 7.9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