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农房改善推进“四化”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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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农民住房条件改善，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四化”建设环环相扣，农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又反过来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改善苏北农村住房条

件，是促进城市反哺农村、补齐我省发展短板、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基础性工程。今年江苏省委 1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全年新增完成 10万户的目标任务。2020年 3月，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盐城调研时指出，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坚定不移按照“四化”同步的理念

推进这项工作，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注重统筹乡村加工业、旅游业发展和老龄化加速的特点，完善规

划，提升功能，为乡村持久繁荣打牢基础。

在推进苏北农村住房改善中，淮安遵循规律，顺势而为，加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深度融合、良性互动，以农房改善带动“四化”同步，不断提升自身整体发展水平。

“四化”同步 做好顶层设计

淮安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结合“四化同步”要求，全力推进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工作。把农民

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牵引性、基础性、标志性工程，纳入全市高质量跨越

发展考核体系当中，举全市之力推进。农民群众既要住上好房子，更要过上好日子，淮安市围绕“哪些人

要搬”“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房子怎么建”“稳得住能致富”五个方面，研究制定 20余份政策

文件，涵盖项目审批、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计划到今年底完成 6万户农房改善任务。

为推动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淮安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一办五组”，

明确县区主体责任和部门具体职责，建立“党政统筹、纪监保障、条线牵头、块块落实、条块联动、顺畅

有效”的工作推进机制。制定五年行动计划，出台若干配套政策，涵盖项目审批、建设标准、资金管理、

党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编制完善《2019版镇村布局总体规划》《农民住房条件改

善项目规划设计指导导则》，科学确定全市新建新型农村社区的点位和发展类型，优化完善镇村布局。实

行市级联合审查，对所有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政策性兼顾技术性审查；制定月度统计监测办法，及时准

确掌握工作进展；建立巡查制度，及时发现短板漏洞，督促抓好整改落实。

去年以来，淮安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房改善工作“回头看”，通过全方位调研，摸清农房改善推进过程

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重抓项目建设，做到源头把关，建立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市级联合审查制度；力量聚

焦，建立市领导领办重点项目制度；过程管控，严把农民住房安全质量关。在全省率先研究出台《集体土

地上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项目审批和招投标工作的实施意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审批办法》等系列

文件，填补了政策空白，提供了工作规范。出台市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调度省级专项资金遵循“项

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监督跟着资金走”的原则，这一做法得到省财政厅充分肯定并在苏北其

他四市推广。盱眙县创新思路，扎实做好农房改善“一户一档”工作，并以此为抓手，紧扣省定目标，狠

抓体系建设、能力建设、规范建设，推动农房改善工作高质量开展。

在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推进过程中，淮安市探索实施的市级顶层设计方案、全面调查摸底、“一

户一档”建设、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等基础性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得到省级认可并在全省推广，金湖塔集



等 3 个项目入选首批省级示范。随着农房改善项目的不断实施，淮安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房改善正逐渐

成为农村美好生活的新起点。

“抓纲带目” 重构城乡形态

苏北农房改善是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也是江苏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中必须补上的短板。从更

深层次来看，苏北农房改善是件抓纲带目的事，它改变的不仅是农村居住形态，还带来城乡关系的重构，

以及农民生活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城乡布局形态的变革。

加快集中居住点产业发展带动工业化同步。农民有了好的房子，还要有更好的发展。要做到留得住能

致富，就必须有后续产业进行支撑，没有产业体系支撑的集中居住点必然会重复空置的老路。在城市化快

速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已有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仍然会有很多农村家庭以种地为生，由于土地

用途管制和农村产业基础薄弱，流转之后的土地很难用来建设工厂，这不仅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而

且产出水平和收入水平不高，无法实现产业的提档升级。淮安市根据集中居住点发展实际，大力发展“一

县一业”、“一镇一特”和“一村一品”，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

完善集中居住区公共服务带动城镇化同步。今年省委 1 号文件强调农房改善要加强验收管理监督，确

保新建社区达到美丽宜居乡村（特色田园乡村）的建管水平。打造现代城镇生活，让农民过上小康生活，

才是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的根本目的。很多农民虽然住进了楼房，甚至进城入镇，但仍然

保留着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滋生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难题。淮安强化示范引领，注重内

外兼修，统筹考虑产业配套、生态环境、乡村治理、公共服务、就业创业等群众关注的问题，着力做好“后

半篇文章”，打造了一批功能现代、绿色环保、治理有效、宜居宜业的特色样板，消除了农民群众“搬迁

前”的焦虑和“回迁后”的顾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抓手，切实托起群众安居乐业幸福梦。

因地制宜推动农业现代化同步。农村住房改善不仅是一项改善农民群众居住条件的民生工程，也是一

次打造地方靓丽名片的良好契机。淮安地处江淮平原，全域无崇山峻岭、地势平坦，境内河湖交错、水网

纵横，是典型的“平原水乡”。就目前来看，各县区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建筑风格大同小异，对历史、

地理和文化因子的挖掘力度不足，基本都是千篇一律的白墙黛瓦江淮风，没有体现出县区之间的历史、地

理和文化差异。在农民住房改善建设过程中，淮安以开放的思维因地制宜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合理布局

设计，在居住点的建设中既彰显江淮风的地域特色，又与当地旅游产业系统融合，使得百姓既“住有所居”，

又“住有宜居”。

统筹城乡一体化融合同步。在农房改善工作推进中，建设的农村居住点既要符合城镇化发展需要，又

要符合产业发展需要。通过发展农村产业增强吸纳就业能力，这既是“稳得住、留得下”进城入镇“新市

民”的需求，也是增加入镇和留村农民收入、改善其生活水平的需要。淮安在建设中坚持产城（镇）融合

的理念，把增强城镇吸纳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就业的关键举措，作为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中

之重；通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集中居住点附近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创

意农业、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确保搬迁农户有稳定

的保障、充分的就业和持续的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