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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十三五”期间全省改造棚户
区180万套，棚改的资金和土地如何解
决？2月9日，山东省政协委员、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厅长王玉志建议制定激励政
策，引导商业银行参与棚改项目融资等。
近年来，山东棚户区改造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王玉志对总体情况进行了展示，
2015年前11个月，全省棚户区改造开工
52 .98万套，开工率110 .3%，连续7年提
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2016年底，累
计改造各类棚户区大约345万套，千余万
棚户区居民彻底改善住房条件。在改造过
程中，我省创新群众自改机制，部分城市
在棚改项目实施过程中，广泛发动社区党
员、群众代表及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干部
老长辈，成立“自改委”这一新型市民参与
平台，全程参与项目前期调研、矛盾化解
等工作，用群众方式做群众工作，用群众
智慧解群众难题，一次性整体搬迁、自主
拆迁、依法拆迁率大幅提升。
省委、省政府提出，“十三五”期间改

造棚户区180万套，2020年前提前完成
现有城镇棚户区、城市危房和城中村改
造。另据记者了解，“十三五”期间青岛市
计划改造棚户区16万户套，今年计划改
造4 .8万套，确保在2020年前完成16万
户的工作目标。

撬动民间资本参与棚改

棚户区改造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难
度大，资金保障是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牛
鼻子”。王玉志建议；突出多元筹集，解决
好“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加大财政资金
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统筹
使用省级奖补资金，督促市县严格按照
规定渠道落实资金，不留资金缺口。创新
财政资金支持方式，通过投资补助、贷款
贴息、设立基金等途径，切实放大财政资
金效能，使财政性资金能够“四两拨千
斤”。发挥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的“供
血”作用，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
展银行的对接，积极争取扩大对我省的
贷款额度支持，确保项目及时用上贷款。
制定激励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参与棚改
项目融资。积极推广特许经营等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撬动民间资
本参与棚改建设。

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对于用地问题，王玉志建议：坚持多
管齐下，解决好“地从哪里出”的问题。科

学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对棚户区改造安
置住房中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在年度
土地利用计划中优先安排、单列指标，做
到应保尽保。努力挖潜，充分盘活利用存
量建设用地，“插花”建设，依法收回使用
权的国有土地和具备“净地”条件供应的
储备土地应优先安排用于棚户区改造。
以商品住房库存较多、消化周期较长的
三四线城市和县城为重点，继续深入推
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工作，提高货
币化安置比重。

同步建设基础设施和配套

在王玉志看来，应该秉承人本理
念，解决好“房子怎么建”的问题。坚持
规划引领，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有关专
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科学编制棚
改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始终坚持质量
第一、工期服从质量，严格落实永久性
标牌制度和工程质量责任终身制，确保
房屋质量过硬、安全可靠。注重设施配
套，新建棚改安置小区应同步规划建设
道路、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市政基
础设施和商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设施，做到配套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

划、同期建设、同时运行。

探索推行以“房”补“费”

为解决好“建后怎么管”的问题，他
建议积极推行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
的物业管理，选聘专业的物业服务企
业，对棚改安置住房小区实施标准化的
物业服务和管理。充分调动住区居民自
我管理的积极性，吸纳素质较高、责任
心强、热心公益的住户主动参与小区管
理，实现居民自主管理、自我管理、自治
管理。探索推行以“房”补“费”，按比例
配套建设的公共服务和营业用房，产权
归全体业主所有，所得收益专项用于补
助小区低收入群体的物业管理和其他
费用；推行以“业”保“住”，新建安置房
小区商业、安保、环卫等岗位，优先安排
低收入棚改居民就业。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棚改180万套，2020年前提前完成现有城镇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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