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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诚平

窗外，春光明媚；远眺，庐山秀
美。今年47岁的冯家勇，正在九江
市濂溪区八里坡小区刚装修好的
房子里布置房间。他买来花草、字
画和全套家具，把家里布置得漂亮
又温馨。“和父母兄弟一起挤着住
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
房子。这些天，我做梦都笑醒了好
几次。”冯家勇笑着说。

冯家勇是濂溪区五里街道人，
棚户区改造之前，他和父母兄弟住
在一栋100多平方米的小两层民房
里。这栋房子建成有27年了，破旧
又拥挤，一大家子 11 口人住在一

起，别提有多难受了。想买房，资
金有限；想自建房，受规划限制。
2016年，国家启动了棚户区改造三
年计划，这给像冯家勇一样为房所
困的居民带来了希望。2020年 10
月，八里坡小区二期 893户棚改户
全部拿到新房钥匙。冯家勇全家
得到 5套安置房，父母兄弟都各自
有了自己的住房。和其他棚改户
一样，冯家勇赶在春节之前，把自
家8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完毕，高高
兴兴搬进新房过大年。

濂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
局长张捍无告诉记者，棚改户可选
择货币补偿或者还房。还房面积
大于被征收房屋面积的，超出部分
按照成本价或优惠价购买。住房
面积不足 36 平方米的，补足 36 平
方米，不用补交费用。考虑到濂溪
区很多老旧居民小区房屋面积较
小，该区还特意建了一批面积在50
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尽量照顾到
小户型棚改户的需求。

漫步在八里坡小区，花草树

木、休闲广场、活动中心、卫生服务
中心等一应俱全。小区周边，公
交、公园、幼儿园、中小学、大型商
业综合体等全部配套到位。“以前，
房子离学校很远，路不好走，送孩
子上学要半小时。现在孩子自己
走5分钟就到学校了。”冯家勇说。

张捍无告诉记者，濂溪区在进
行棚户区改造时，对公交、通信、菜
场、学校、医院、停车场、托老托幼等
配套设施实行同步规划、同步报批、
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确保棚改
户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得到一个飞
跃。

在八里坡小区活动中心，正在
进行茶艺培训。五里街道办副主
任吴会平告诉记者，棚户区改造
后，许多村民变成市民，随之而来
的就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
题。为了让居民拥有一技之长，街
道办和小区物业中心先后举办了
茶艺师、育婴师等技能培训，并与
用工企业对接，千方百计帮助居民
就业，力求安置小区宜居又宜业。

今年53岁的李继勇，在棚户区
改造中还建了2套安置房。棚户区

改造前，她一直没有找工作。“以
前，要走一两公里才有公交，晚上
黑灯瞎火的，出门很不方便。”住进
八里坡小区后，她在附近一家餐馆
找了个工作，丈夫也在附近一家企
业当电工，不但居住条件变好，家
庭收入也增加了。

距离九江市区约 10公里的濂
溪区姑塘镇滨湖新城小区四期，安
置了822户棚改户。在规划建设安
置点的同时，濂溪区还引进了20多
家大企业在周边落户，为棚改户提
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今年 50岁的
杨沫水身体不太好，以前，全靠丈
夫在工地扎钢筋的收入维持全家
生计，十分辛苦。现在，丈夫在附
近一家新材料公司务工，每月工资
在 4000元以上，工作相对轻松，收
入也高了许多。

姑塘镇副镇长熊立敏告诉记
者，安置点保安、保洁、物流等岗位
在用人时，会优先满足棚改户的就
业需求，滨湖新城小区四期物业就
安排了20多人就业。

张捍无告诉记者，2016 年至
今，濂溪区先后投入资金100亿元，
启动了51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
房屋面积 320 多万平方米，让 3 万
余住房困难户从“忧居”变“优居”，
增加了获得感，提升了幸福感。

本报记者 陈 璋

入夜时分,华灯初上。踏着青
石板，看着霓虹灯，品尝赣南特色
美食，感受地道的客家文化……位
于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红旗村
的渔湾里美食街，不仅是市民游客
的打卡点，更折射了一个老旧城中
村的蝶变新生。

与许多城中村改造不同，红旗
村在全面整治环境，提升基础设施
的同时，引入专业规划团队设计，
充分结合产业发展，以商兴村，以
村促商，在让村民享受干净整洁、
方便有序的居住环境的同时，更富
了口袋，真真切切提升了大家的幸
福感。

渔湾里是红旗村潮泥湾、塘窝
里周边地块的统称。这个面积约
85亩的区域，多年来充斥着杂乱无
章的返迁房、村民自建房和居民小
区，道路狭窄，垃圾成堆，成为章贡
区有名的脏乱差“代表”。

“从名字就可以想象当年这里
的环境。”红旗村主任朱其松介绍，
该村紧邻章江，过去每逢雨季，河
水就会漫进村里，留下许多泥巴，
所以被大家称为潮泥湾。村子的
另一头则是水塘，一些返迁房建在
周边，就成了塘窝里。“没人管，也
不好管，环境卫生要多乱有多乱。”

朱其松曾经试着下大力气整
治，投入几万元，请了12名工人，整
整搞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明显效
果。“特别是村委会门前的臭水沟，
根本没法弄。”

因为村里违章搭建多，村里的
一条主干道只有一米多宽，小汽车
都进不来。平时大家搬运东西，不
是挂断别家的瓦片，就是撞坏别家
的墙角，纠纷不断。“2016年，一户
村民家里液化气罐爆炸引起火灾，
消防车只能停在外面，水管接了很
长才派上用场。”朱其松说。

“道路只能容纳一辆三轮车，
还要小心翼翼地开。”村民陈景春
记得有年的大年初一早上，自己被
一声巨响吵醒。“开门看到一辆三轮
车倒在我家院子里，因为路窄坡陡，
车主一不留神就掉下来了。”

2018年，红旗村被纳入章贡区
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以拆违章、拆
围墙、腾空间、添景观、添设施的思
路，整合周边资源，完善设施配套，
打造成一个“宜游、宜业、宜居”的
休闲生活街区。

随着外墙的美化，道路的拓
宽，“蜘蛛网”管线的入地，以及小
游园、停车场的建成，村民看到了
新生活的雏形，逐渐转变态度，积
极配合，居住环境显著改善。

然而，综合提升改造工程实施

后，腾出的空间该怎么利用？如何
改造才能让周边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这
一系列的问题，随着专业规划团队
的引入，慢慢得到解答。

从鸟瞰图上看，红旗村地块像
一条鱼，而当地村民曾以养鱼和捕
捞河鲜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为便于
打造网红商业街区，同时寓意年年
有余，当地政府便取了一个响亮的
名字——渔湾里。

随后，渔湾里美食街“两条腿”
走路，一边由红旗村成立理事会统
一管理，一边由当地政府对外招商
宣传，逐步吸引125家商户，汇集以
赣南为主，广东、四川等外地为辅
的特色美食，为项目撑起了产业

“骨骼”。2018 年 10 月，渔湾里美
食街开始试营业，一炮而红。上万
人涌入这条 700多米长的街道，不
少商户首日营业额就突破1万元。

3 月 1 日下午，记者来到红旗
村渔湾里美食街，只见上百栋房屋
统一为米黄色外墙搭配灰黑色框
架，干净整洁。走在青石板路，两
旁的美食店各有特色，鲜花、绿植、
雕像和垃圾分类箱处处可见，市民
游客不时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军哥嗦粉”是渔湾里美食街
人气最旺的一家商户。老板林小
军说，自己十几年前曾在红旗村租

住过一段时间，当时环境特别差，
晚上路黑难行，下雨会积水，骑电
动车摔跤都是常事。

2018 年，在当地政府的招商
下，林小军成为首批入驻渔湾里美
食街的商家。近两年，他的“军哥
嗦粉”平均每天都有数百名顾客，
节假日营业额上万元。“这与当地
环境改善是分不开的，市民游客有
了好的体验，我们才能留得住人。”

商户生意的火爆，让村民直接
受益。渔湾里美食街成立后，陈景
春房屋一楼设置了 6间店铺，每间
租金由以往的每月400多元涨到了
1330元。“以前很难租出去，现在是
供不应求。”

朱其松介绍，为确保渔湾里美
食街统一管理，理事会先将村里
156栋房屋征收下来，与村民签订
10年合约，然后再租给商户，并成
立物业公司，确保市场有序经营。

“现在平均每户村民有 2 到 3
个店面，面积100多平方米，租金达
到3000元。”朱其松笑着说，一些原
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后，看到村
里环境和市场这么好，都不愿出去
了，留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和就业，
生活越来越幸福。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百姓住得怎么样，关系着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我省一大批棚户区、老旧小区和农村危房改造完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宜居生活
的需求。住进新房里，风雨不动安如山。宜居又宜业，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得到极大提升。今天，请跟随本报记者走进小区，走进居民家，感受他们喜迁新居后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余红举

3月 1日，黄湛搬进南昌市青山湖
区京东镇南苑小区整整一年。当初，黄
湛两口子来这看房，道路破破烂烂，没
有像样的休闲广场，电线像蜘蛛网结满
小区，没有停车位，更没有物业。老伴
想不通黄湛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老旧
小区：“我们之前住的也是老旧小区，就
是想换个环境好的房子。都70多岁了，
不就图个舒适吗？还偏偏选个二楼，一
楼是经营餐饮的商户，油烟、噪音大。”

南苑小区建于 20世纪 90年代，没
有围墙，房子外墙斑驳渗水，下雨天污
水横流，每栋都有违章建筑。当时，黄
湛从相关文件上看到南苑小区纳入了
2020 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他心里早
盘算好了：“这里相对便宜点，改造后设
施不会比新楼盘差。”

果真，去年3月1日，黄湛与老伴搬
进了南苑小区7栋，两个月后小区就进
行大刀阔斧改造。半年时间，投入了
1600 多万元，雨污分流，管线下地、外
立面改造，杂物间、修理铺……违章建
筑全部拆掉，腾出空地划出200多个停
车位，完全能满足小区居民的停车需
求，原来占车位引发争吵的现象不见
了，居民更和谐，见面都会微笑或打声
招呼，还建了健身馆、小区公益空间。

黄湛老伴说，“最担心的餐饮经营

户油烟、噪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整个
小区油烟机安装了消声器，油烟从下水
道达标排放。你看，现在小区管理就像
自己的家。”

南洋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丹告
诉记者，在南苑小区改造过程中，他们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菜单式”改造，
解决居民最想解决的顽症。

“‘菜单’里有的，都改到位了；‘菜
单’里没有的，也改造好了。”黄湛笑着
反问老伴，“现在小区二手房价格上涨
了不少，我是不是有点眼光？”

对小区居住环境的巨大变化，72
岁的彭件子同样感触很深。彭件子是
小区居民，也是小区保洁员。“2006年3
月搬进来，74 平方米。”彭件子一边扫
地，一边与记者聊天：“以前楼道的垃圾
成堆，早上扫了晚上扫，忙都忙不过
来。”甚至还有高空抛垃圾，几次将彭件
子砸了个正着。

前三四年，彭件子的儿子总劝他搬
走，没想到小区改造后，儿子一进门傻
了眼，硬件设施改善了，还引进了物业
公司，整洁有序，换了模样。

“改造后，小区居民素质提高了，大
家分类投放垃圾，不堆在楼道，工作轻
松了，熟人又多，住着很舒心！”彭件子
笑道，“以前儿子总劝我搬走，结果现在
居住环境好了，儿子去年底买了套二手
房，就住在我楼上。”

本报记者 洪怀峰

3月1日，春雨淅沥，记者走进南昌
进贤县衙前乡下邹村，一排排白墙黛
瓦的房舍与金黄的油菜花相映成趣。
颜色亮丽、内容丰富的文化墙与干净
整洁的村道、巷道融为一体，处处呈现
和谐宜居新气象。

下邹村与抚州东乡接壤，是衙前
乡北部最偏远的一个乡村，2018 年前
属于“十三五”市级贫困村。

“以前外面通村的道路崎岖不平，
村内的道路也坑坑洼洼，还是泥巴路，
雨过天晴还得穿胶鞋出门，稻谷等农产
品根本卖不出去，因为收购粮食的车开
不进村。”今年56岁的村民胡结明，对村
里交通不便带来的困境历历在目。

“除了路难行，村里猪栏、牛栏随意
搭建，夏天臭气熏天，年轻人都不敢带
女朋友回村。”下邹村支部书记胡双永告
诉记者，以前村子没有产业，集体经济很
弱，也没有路灯，到了晚上漆黑一片。

不过，随着 2015年定点帮扶单位
江西银行的到来，村里的宜居梦逐渐
走进了现实。“村里的传统产业是种植

水稻，但是品种不优，价格不高，但村里
的土壤含有丰富的硒元素，而且无工业
污染。”驻村第一书记付璟辉告诉记者，
结合村里的实际，决定大力发展葛根种
植、小龙虾养殖、“泰优90”优质水稻和
蔬菜种植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得到壮
大，下邹村也因此在2018年实现了整村
脱贫，村集体的钱袋子越来越厚实。

于是，村里着手改善人居环境，修
建了宽敞的水泥路，拆除了猪牛栏，特
别是对全村20余栋危房和破败老房子
进行了拆除，邀请专家对村里建筑进行
统一规划，同时对陈年垃圾、沟渠进行
清淤疏通；对困难群众逐户上门帮扶卫
生整治，并对整村房子进行外墙粉刷，
提升村庄整体颜值，通过门前“三包”等
制度，配以卫生保洁专岗，实现长效管
理，村里从“脏乱差”变身“靓美新”。

“以前，我最怕下雨，房子到处漏
水，加上门前的猪牛栏散发的臭味，每
天都在熬日子。”脱贫户胡国群一边与
记者聊着苦涩的往事，一边领着记者参
观他的新房子，客厅、厨房、卫生间、卧
室等一应俱全，门前的猪牛栏拆掉了，
变成了一条户户通的水泥路。

胡国群在村口指着一排排粉刷一
新的房子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环境差，
有的村民搬出村子，到镇上或者县城
去住，现在村里路修好了，路灯也装
了，居住环境变好了，搬出去的村民又
纷纷搬回村里了。

春来探民生之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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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新房，李继勇十分舒心。 本报记者曹诚平曹诚平摄

每逢夜晚，渔湾里都会吸引许多人。 本报记者 陈璋陈璋摄 干净整洁的下邹村一角。 本报记者洪怀峰洪怀峰摄

本报记者余红举余红举摄南苑小区改造后焕然一新。

搬进安置房搬进安置房 宜居又宜业宜居又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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