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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114100.htm 川妹子梦萦“五朵金花” 几年

前，一心想洗净脚泥当个城里人的成都郊区农民曾华美离开

家乡，跑到市里去打工。然而现在，她不但安心地留在村子

里当起了“农家乐”的女老板，甚至还从城里引回来一个“

上门女婿”。 “当初刚从城里回到村子时，我根本认不出回

家的路。”曾华美说，“原来破烂的农房、泥泞的村路全不

见了，眼前是一片片的花海，白墙青瓦的川西民居，宽阔的

水泥路，来来往往的买花赏花人。谁看了都想留下来。” 曾

华美所在的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发生的巨变，只是成

都市进行的一场名为“城乡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这场

始于2003年的改革使成都660万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锦江区三圣乡党委书记李旭说，三圣乡曾是全区最穷的乡

之一，发展转机出现在2003年。当年10月，成都市利用三圣

乡红砂村农民种花的习俗，在这里召开了四川省首届花卉博

览会。当时，红砂村一下子涌进来100多万游客，买花的排队

、吃饭的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不但有30多家农户赚足

了钞票，“就连卖方便面的都发了点小财。” 为了突出特色

，锦江区前几年制定了打造“花乡农居”的发展定位，鼓励

农民成片种植鲜花。曾华美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村子里的。

一开始，她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自己没掏一分钱，仅利

用政府补贴改造了一下自家房子，办起了简单的“农家乐”

。没想到，花博会的第一天就收入600多元。2005年，她投

入20万元用于装修、聘请厨师和扩大经营场地。 “所有的这



些投资，都是我开农家乐赚来的钱。”曾华美说，“现在，

这个农家乐是父母、我和妹妹三个人股份组成的小公司，我

负责承包经营。我老公在城里上班，就买了一辆奥拓车每天

往返。我们日子过得相当满意。”来源：www.examda.com 分

享变迁的当然不止曾华美一个人。2005年底，红砂村已有“

农家乐”等各种商业网点98个，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2002

年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近7000元。 红砂村“花乡农居”的

成功，也加快了三圣乡其他村子的改造步伐：幸福村围绕梅

花文化，栽植20余万株梅花，其旅游观光项目名为“幸福梅

林”；驸马村种植1000余亩菊花，以菊造景将部分民房改造

成院落式工坊，引入剪纸、年画等特色民俗，构建工坊艺术

村，称“东篱菊园”；万福村里荷塘很多，通过政府规划和

引导，集中打造1000余亩超大荷塘，称“荷塘月色”；江家

堰村则依托种菜的“老本行”，以江家绿色蔬菜品牌为媒介

，通过都市人与菜地农户签订代种协议结对，让城里人体验

农事，称之为“江家菜地”。这五个曾经以贫穷闻名的村子

，如今各具特色，欣欣向荣，被当地称为“五朵金花”。 “

五朵金花”的成功，每一步都是在实践中“憋”出来的。锦

江区委书记白刚说，我们心里始终想着怎么让农民致富，挖

掘出每一村、每一户的特点，尽量通过不征地、不拆迁实现

农村发展，保证农民不失地、不失业、不失权(土地承包权)

、不失利。 成都“大交通”碾破“二元”坚冰 有的重大改革

其实肇始于细小的事情。2006年1月20日，成都市交通局、市

政公用局被撤销，重新组建成都市交通委员会总揽负责全市

城乡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等

──这项促进“大交通”新格局的机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其启动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条普通公交线路的开通。

2004年2月，成都大学一名身为政协委员的教授提交了一份提

案，要求将城市公交线路延伸到已成为都市卫星城的十陵镇

。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成都大学已迁至十陵镇，另外还有

一所重点中学也将迁至该镇，加上十陵镇原有的8万居民，都

面临“进城难”的尴尬。 提案上交后，成都市交通局、市政

公用局很快都派人来了解情况，并表示确实应该延伸或新增

公交车到十陵镇。主管部门拍了板，问题解决本应指日可待

，然而，直到2005年8月，第一班周末增开的公交车才驶进十

陵，从决策到落实历时18个月。 不是有关部门不干活，而是

有车的建不了站台，有站台的管不了车，协调来、协调去，

好事自然也就多磨了。原成都市交通局长、现市交通委员会

主任黄平说，按当时的管理体制，市政公用局负责城市公交

和出租客运，就是“管城里头的”；交通局负责长途客运和

县(区)市之间出租客运，就是“管城外头的”。城里的开不

到乡下去，城外的进不到城里来，不仅造成了交通运输资源

的浪费，还因管理混乱给群众带来许多麻烦。而且，随着城

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深入，许多原来的乡

村变成了城市或市郊，那种按以前行政区域划分的城乡交通

运输管理范围，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了。

2004年8月，311路公交车第一次开进了郫县安靖镇方碑村站

，取代了以前的乡村客运。而从试点开始到2005年11月开通

的23条公交线路，已经使人称成都“后花园”的郫县实现了

镇镇通公交车。新都斑竹园镇安乐村70多岁的刘桂珍婆婆介

绍说，以前出去要坐摩托车，风又大，还不安全。现在好了

，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想进城抬脚就走，家里种的菜也随



便就能卖到城里接去了。 新型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立，打

破了城乡固守多年的“二元”体制，也逐步显现出科学管理

的高效率。黄平感慨地说：“体制机制创新也是生产力，最

出实效。” 据了解，除了改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外，成都市

还先后撤销了市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市农业委员会，区(

市)县成立了城乡一体化局或农村发展局；成立市水务局，对

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从一条公交线路的增

设到一个部门的机构改革，这种看似偶然的变化折射出社会

发展理念的革新，随着这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发展观不

断深入人心，一个崭新的城乡一体管理体制架构正在成都逐

步形成。 南京为百姓社保织出“宽带网” “我们为南京市的

老百姓编织了一张社会保障网，这张网的网幅宽、网眼小、

网绳粗。”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德春这样形象概

括道。“网幅宽”指社会保障不但覆盖当地居民，还覆盖了

外来民工；“网眼小”是指城镇职工、失地农民、在职的、

退休的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网绳粗”是指5个险种的积累已

达到了57亿元。 目前，南京市“五险”的覆盖范围均超过

了100万人，借助这张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网，南京百姓正逐

步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失有所济、伤有所保、生有

所补”。这张“宽带网”不仅托住了城市居民，也托起了失

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 2004年出台的《南京市被征地农民基

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明确土地补偿费的70%用于失地农民

的基本生活保障，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

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基本生活保障；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

入基本生活保障，由被征地农民根据自身要求和经济状况选

择具体的参保档次；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做到“



失土不失保”、“失土不失业”。 今年64岁的王兰英说，按

照原来的征地补偿办法发放的安置补助费顶多只够她五六年

的生活，但是现在缴纳了一定的保障费后，她每月都可领

取240元的征地保障金，而且保障金的标准还会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不断提高。截至今年上半年，南京市已有2.1万名被征地

农民进入基本生活保障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按月可领

取120元～360元的保障金或养老金。 随着南京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财政局联合出台的《实行失业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

》正式实施，从今年7月1日开始，在南京工作的城乡失业人

员，将不分居住地和户口性质，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南

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张士凯介绍，失业人

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因病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医疗的，按其在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内所发生的医

疗费用的50%核报，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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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