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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5_E6_8A_8A_E6_c61_451257.htm 近年来，北京市的

城市规模迅猛扩张，郊区乡镇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新城

市中心乃至新城纷纷涌现。 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促进经济

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了许多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的一个问

题。 拥有号称亚洲最大住宅小区天通苑的昌平区东小口镇，

经历了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由此带来的挑战也具有普遍性

、典型性。据了解，该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旧

村改造，通过多种配套措施保障转型期的农村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在奥北俨然崛起了一座新城。 最近，北京市昌平

区东小口镇镇长刘长永在接受专访时解读了东小口镇十年的

城市化发展历程。 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一些乡村在城市化

进程中对失去土地的农民采取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安置，据

了解，东小镇并没有这么做，是出于什么原因？ 刘长永：东

小口镇位于北京城市北部边缘，毗邻奥运村，面积３２．２

平方公里。１９９９年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在东小口镇开始

兴建，小区占地７８１９亩，涉及昌平区２个镇的７个村。

大规模的拆迁让农民失去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 当时

有很多地方都对失去土地的农民采取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安

置，但我们认为仅仅给农民钱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解决农

民的长期收益问题，必须想办法确保农民“失地不失权，失

地不失利”，我们对农村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具体

是如何操作的？ 东小口镇采用了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彻

底改变了传统的集体资产管理模式。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我



们从土地征占这个焦点问题入手，在一些村子里展开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具体来说，就是以股份制改造合作制，将土地

以资产的方式量化给农民，村民由农民变成股东，并将村集

体资产形成的收益逐年按股份分配下去，确保农民永久性的

土地收益。 如此一来，失地农民由依靠土地种粮为生转变为

依靠资本运作带来的货币收入为生。这样做的好处是既避免

了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又保证了农民能获得长期稳定

的收入。 原来农民的宅基地变成住宅楼后，他们的就业问题

如何解决？ 东小口镇通过三种途径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第一

，本着安置前移的原则，我们在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开发合同

、租赁合同时，把使用当地劳动力、解决当地农民就业作为

合同协议的重要条款，优先安排土地开发范围内的劳动力就

业。天通苑的物业会经常到镇里招聘保洁工、绿化工、电工

、水暖工、家政服务员。其它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是如此。 还

有本地区的商业地产，它们也是吸引社会就业的重要领域。

每一个在东小口镇开的商场都将吸纳大量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第二，各村都有自己的商业用房，每个人的经营面积达到

１００平米，可以通过集体对外经营，也可以出租。最后，

我们还成立劳务输出组织，对外有计划、有组织地输出剩余

劳动力。 地产开发带来产业升级和管理挑战 自北京第一个大

型经济适用房项目天通苑在东小口镇兴建后，许多房地产项

目纷纷落户到这里。房地产开发对东小口镇的发展带来怎样

的影响？ 刘长永：随着房地产开发的不断加速，东小口镇正

在从农业镇向一个宜居城镇转变。东小口镇虽然没有自己的

房地产开发公司，但却受到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的青睐。这些

在东小口镇兴建的房地产项目既有住宅也有商业。最初由于



大部分项目都是住宅，商业配套很少，所以东小口镇被比喻

成睡城。近年来，商业地产项目纷纷落户东小口镇，多个大

型购物中心的入驻开业极大改善了本地区居民的购物、休闲

、娱乐条件。 在东小口镇的规划中，镇中心地段将建成一条

横跨南北的绿化隔离带，面积达到２万３千亩，这些都将极

大改善东小口镇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并带来本地产业结构的

升级换代。今后的东小口镇，第一产业退出，第二产业缩小

，第三产业取而代之。 超大型居住小区天通苑建成后对社区

建设、管理等带来了很大挑战，你们如何应对？ 刘长永：经

过长时间的发展，东小口镇的社区人口已经远高于本地的户

籍人口，同时还有很多的流动人口，保守估计得有１５万。

他们有的居住在小区里，有的住在村里搭建的房子中。管理

这些流动人口的难度比较高。再加上本地居民的治安、饮水

、用电等问题，职能部门的压力很大。 ２００４年底我们成

立了社区办事处，现在有３１个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上，抓

得细、抓得好，解决老百姓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从农村

到社区，实行一套管理办法，一步到位；在管理上，加大职

能部门派出机构的力度，如疾病预防中心等派出机构遍布各

个网点。 完善管理体制，落实“十一五规划” 作为我国面积

较大、居住人口较多的大型乡镇，东小口镇在城市建设方面

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刘长永：随着天通苑社区居住人口的爆

炸式增长，原有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治安、交通、就医、

就学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特别是道路交通压力很大，迫切

需要改善。 １０月份开通的地铁五号线虽然缓解了一部分交

通压力，但相对于本地区的居住人口而言还远远不够，未来

在交通建设上还需要多一些投入，我们正在努力争取上级政



府的资金支持。 目前东小口镇的人口总量已达３８万左右，

你们在管理上有没有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 刘长永：这些年

，东小口镇其实是在克服重重困难中发展起来的。以前天通

苑小区的行政归昌平区东小口镇和北七家镇管理，现在全部

划归东小口镇管理，但东小口镇的派出所、居委会等单位的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均是按原有人口规模设置的。 事实上仅

天通苑已经入住人口就达１６万人，比原有人口增加了几倍

，城市管理的工作量急剧增加，这些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

编制已严重滞后。按照正常标准，１０００户到３０００户

居民就应设立一个居委会，但仅天通苑西二区居委会辖区内

就约有１２０００户居民。 我们正在研究管理机构如何设置

和管理，这两年已经增加了１５个公务员，但显然人员严重

不足。 十一五期间，东小口镇有怎样的发展规划？ 刘长永：

镇里的规划要跟着市政建设走，适应北京市整体协调发展的

需要。我们一直在做的是如何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在用地

方面是非常谨慎的。 经过十年的发展，东小口镇的城市化进

程已经到了一定阶段，但是城乡结合部的低端产业依然存在

。加快城市化进程，首先要加快旧村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 随着市政配套建设的逐步实施，占地１万亩的奥运公园

向北延伸至东小口镇，绿化隔离带还要完善，其中的村必须

搬迁，以后的东小口镇会和亚运村一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