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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0/2021_2022__E4_B8_8D_

E8_83_BD_E7_AE_80_E5_c61_290148.htm “平房变楼房、分散

变集中”，在不少地方的实践中，这是促进农民变市民、提

升城市化率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在昨（13）日召开的省政协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专题建言献策会上，这一作法却遭到

政协委员和专家们的质疑。他们认为，这只是“农民变市民

”的浅层次作法，要更为科学地提升城镇化率，还需把握几

个关键问题。 农民变市民不是越多越好 应该合理分流农民 “

在巴中，那个村子展现的生机让我们欣喜。”省政协副主席

、民盟四川省委主委吴正德对调研中经过的一个小村念念不

忘：在外出村民打工挣钱的同时，留守者也通过将生产资料

集中起来，发展现代农业，收入成倍增长。 “这个村子的村

民通过合理分流实现了双赢，这提醒我们，提升城镇化率是

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但城乡统筹并不等于城镇化率越高越

好，不等于转变为市民的农民越多越好，而是要通过合理分

流农民，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座谈会上，一些委员

和专家认为。 吴正德等认为，结合省情，当前统筹城乡的一

个重要内容，应当是根据城乡社会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来合

理分流农民，而不能简单地将城镇化率作为一种经济指标来

互相攀比。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城镇

化建设，也要考虑留在农村的人口的需要；既让一部分具有

较强城镇谋生技能和学习能力的农民较好地融入城市，成为

地道的城市居民，也要让一部分留在农村的农民真正住在现

代农村，从事现代农业，当好农民。 农民真正变市民 前提是



“三个保障” 农民怎样才算融入城市？通常统计上把农民在

城市就业半年以上就定义为城市人口，计入计算城镇化率的

基数。 “这是一个宽泛的计算标准，这样的进城农民还不算

是城市的主人，而是城市的雇工！”省社科院专家林凌说，

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着眼于让农民真正

变为市民的“三个保障”：一是能在城市二、三产业就业；

二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属能在城市居住；三是能够

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 “唯有实现了这三项保

障，农民才可能会愿意真正离开土地，放弃耕地的承包权和

宅基地的使用权，才能算是真正城市化的农民，这样的城市

化也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林凌感言。 委员和专家们提醒，

通过提供三项保障，推进农民身份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不可一蹴而就。当前政府可做的，是把转变的试点工作

放在已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上，除就业保障外，还应向他们提

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不仅允许他们、也允许他们的家属

进入城市居住，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共服务。 农民变市民

之后 放弃的土地怎样保护 “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的趋势来看，真正转变身份的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是迟

早的事。”座谈会上，林凌提出他的观点。 这也引发了一些

委员的忧虑，放弃的承包地会不会就此流失，是否会有个别

地方以“以租代征”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为名，用农

用地进行非农业建设？是否会有个别地方以城镇建设用地增

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为名，将腾退土地用于商品

住宅开发？ 怎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林凌认为，关键在于进城

农民放弃后的土地，在所有制性质上必须坚持仍归集体所有

，不能再分配给其他农民，政府也不得借口收归国有，而且



这些土地原则上只能用于扩大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村居

民住宅小区的建设等。 “防止土地被滥用，关键是要完善城

乡一体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系。”省政协农业委员会副主

任、省农科院研究员阎文昭强调，要积极吸收农民参加规划

的编制、修改、执行和监督等过程。同时，可在不改变各市

县基本农田总量的前提下，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城市

周边和公路交通沿线的、未来将纳入城镇建设用地规划的基

本农田，与未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适当调换，以适应

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既盘

活存量，提高土地利用率，又降低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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