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施策改善苏北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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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去年加快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会议上强调“：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

件，势在必行，非抓不可，必须抓好。”其中，关键是要研究解决好“哪些人要搬“”人往哪里去“”钱

从哪里来“”房子怎么建”“如何稳得住”等问题。自去年省委、省政府就这项工作作出部署后，在省、

市、县各级共同努力下，苏北农民住房改善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受到农村群众普遍欢迎，但各个地方重视

程度、工作力度、实施进度还有较大差异。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的住房条件，不能孤立地就农村改农村、

简单地就农房改农房，而要放在城镇化进程的大局下谋划，首先要搞清楚“哪些人要搬”的问题。为此，

在推进过程中，要坚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因地制宜，尊重意愿、示范引导等原则，确定“哪

些人要搬”，真正把好事做好、实事办实。

尊重规律，实事求是。苏北乡村格局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与现实条件下形成

的。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要解决好五个问题，即“哪些人要搬”“人往哪里

去”“钱从哪里来”“房子怎么建”“如何稳得住”。从现实来看，这五个问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哪

些人要搬”是要明确搬迁的主体，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人往哪里去”是关于农民居住空间布局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是政策支持与保障的问题，是解决农民住得起搬得起的问题；“房子怎么建”是涉及生活

方式与生产方式相互适应的问题；“如何稳得住”是关乎乡村百年大计、永续传承的问题，是解决乡村永

续发展的问题。这五个环节的任一环节都必须解决好。

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要尊重苏北农村发展的自身规律，做到实事求是。为此，苏北五市始终强化“一

盘棋”的思路，在各项工作统筹考虑中，重点解决好“哪些人要搬”的问题。比如，徐州把典型引路作为

推动农民群众主动参与农房改善工作的重要抓手，强化“把民生工程做到民心之中”的意识，主动送政策

上门、送图纸上门、送协议书上门，公开告知补偿标准、奖励政策，全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

择权和监督权，真正让农民群众理解改善住房条件的初衷和本意，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支持参与住房条件

改善工作的热情。淮安围绕“哪些人要搬”，调查摸底求准、求全。通过“村村到、户户到、庄庄查、屋

屋查”，行政村、自然村、农户“三个全覆盖”，全面开展调查摸底，建立市县镇村四级台账，为全面部

署和新建集中居住区规划布点及以户定建、以人定房提供决策依据。再如，经过去年调查摸底统计，盐城

全市有改善住房意愿的农户 45万户左右。今年委托专业机构或者镇村干部，重点开展交通、旅游沿线的困



难群众调查摸底，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明确沿线 2.3万户重点改造任务，其中 4588户为农村四类重

点对象，为做好重点区域和重点对象农房改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尊重科学，因地制宜。从目前进展来看，搞清楚“哪些人要搬”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当初是把包括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内的 4类重点对象，房屋质量较差的农户，远离集镇和交通干线、零散居住的自然村组

和单庄独户，长期无人居住、年久失修的“空关房”和靠近污染源、靠近水源地、靠近生态红线的农房等

作为优先推进对象，其他有住房改善意愿、愿意集中居住的农户可以纳入。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摸清要搬

迁的农户仍存在以下几个难点：第一，有搬迁意愿、以土地耕种为生的农户，搬迁后增大了土地耕种半径，

集中居住点远离其耕种的原有土地，给耕种带来极大不便；第二，有搬迁意愿、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村庄，

其农户相对集中，但是规划不统一，生活公共基础设施较差；第三，仍存在没有搬迁意愿的，或者意愿不

明确、当前在农村承包池塘养殖、较大规模农田的相对独立的农户。

针对这些类型的农户，各地因地制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农民住房条件改善工作。比如，泗阳县实施

“农房改善三年行动计划”，结合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试点，土地综合整治颇见成效，搬迁农民住房条件

有很大改善。该县共有 240个行政村、2305个自然村庄，全县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19.3 万亩，农户住宅分

布散乱。随着农村人口的迁移，村庄里的空心户超过 20%，有些住宅长期空置，房前屋后土地荒芜。截至

目前，已搬迁农户 6275户，搬迁率 60%，已复垦土地 7539亩，复垦完成率 64%。再如，射阳县在改善农民

住房条件时，统筹推进拆除、建设与配套，通过引导农户退出“三地一场”（宅基地、自留地、饲料地、

打谷场）来释放土地的效益。到今年 8月初，射阳已拆除的 14502户提供可复垦土地有 9979亩，其中用于

安置点建设有 2803亩。

尊重意愿，示范引导。推进农村住房改善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因而，首先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忘记推进这项工作的初心。农民愿不愿意、接不接受，是推

进住房条件改善工作的成败关键。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深入宣传发动，强化政策引导，激发农民群

众自愿改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先申请后实施、先建设后拆除”的要求，做好农民新旧住

房过渡衔接，严禁强拆强建，赶农民上楼。

为此，要做好示范引导工作。农民大多有安土重迁的情结，所谓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是很正常的。

要抓好试点、培植典型，通过成功案例示范和生活实质性改善来引导农民主动搬、自愿搬。如盐城阜宁灾

后重建，一开始有些老百姓对集中居住存在抵触情绪，在看到集中居住的新建社区条件很好、已搬迁群众

都叫好后，积极性普遍得到提高。要掌握进城、入镇、留村农民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当一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已迈入或者接近老龄阶段，第二代农民工大部

分已留在城市。对于这部分农民，要尊重其意愿，引导其集中居住，使其有获得感；对于那些已在乡镇街

道购房、举家搬迁到街道的农民尽量引导其选择一处居所；对于长期居住在农村，且依赖农村土地为生的

农民，按政策引导其集中居住，要防止在农民住房改造过程中出现农村“二次空心化”现象。

传承文化，留住乡愁。乡村文明是乡村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是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共同决定的。在

实行集中居住后，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如果生产方式不跟着改变，将会不可持续，有可能带来各种各

样的矛盾。在进行住房搬迁改善的同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配套要同步跟进。比如，解决好孩子上学问

题、农民就业问题、老年人就医问题等，做到农村住房改造、产业发展、农民转移就业一体化推进，显著

提升群众的住房条件、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和文明程度，真正让农民过上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城镇生活。

各地在确定哪些人要搬过程中要结合实际，科学合理编制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突出公共

空间、重要节点、建筑和环境等要素，实现空间、生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规划有机融合，与当



地文化融合。以“建设标准要高、环境条件要优、文化含量要足”为导向，注重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加强

设计引导。注重梳理提炼传统民居元素，借鉴传统乡村营建智慧，发挥乡村建设技能型人才作用，用好乡

土建设材料。随着文物保护工作持续深入，留住乡愁记忆要融入城乡建设规划全过程，尤其是对古民居的

修缮保护，要充分发掘乡土文化资源，使越来越多的历史文脉活络起来。如建湖县深入挖掘里下河水乡自

然肌理、独特元素、传统文化，紧密依托村庄资源禀赋，构建符合苏北自然文化特征的建筑风貌，让人感

受到原汁原味的美丽“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