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棚户区改造应加强规范管理

2013

年、

2014

年，国务院两度发文，要求
推进棚户区改造的实施， 提出棚户区改造
的目标任务，同时明确了诸如财政补助、信
贷支持、优先安排用地、税费减免等优惠政
策。

从近几年我市实施棚户区改造的工作
来看，总体上是好的，但确实存在着将一般
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列入棚户区改造的情

形。一方面，部分县、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
投入到棚户区改造，但又要完成一定数量的
棚户区改造任务；另一方面，一些投资者想
享受棚户区改造的优惠政策，以其带有保障
房性质作为条件边建边办理审批手续，似乎
比一般性房地产开发更有利。两方面因素的
结合，便出现了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棚
户区改造项目。这些似是而非的棚户区改造
项目，既使国家的优惠政策照顾不到那些真
正居住于棚户区内的居民，也造成房地产开

发市场的不公。

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问题：有
的棚户区改造的地块小，有时几十户、一个小
厂区就启动棚户区改造， 不利于城市规划的
统筹实施； 有的棚户区改造的投资者资金量
少，往往无法完成房屋建设，甚至搞非法集资
建房；有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不注意周边环境，

引起群众不满、上访；有的套取财政补助资金，

土地利用不规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棚户区改造不是框， 不是任何的房屋建

设放进去都行。棚户区改造的政策性、公益性
强， 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
件。 如果从盈利或福利的自利角度出发实施
棚户区改造，那么棚户区政策的运用就会“跑
偏”。

要将棚户区改造政策用好， 关键还在于
政府统筹考虑， 比如政府可选择某一需要改
造的整体区域，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切忌“村
村点火，户户冒烟”。棚户区政策支持吸引民
间资本参与， 财政资金不足的可通过招商方
式引入资金， 通过一定比例的商业服务设施
和商品住房的收入让投资者获利。 只要将政
府投入、民间资本投入回报、保障性住房建设
程度等账算清楚， 让住房困难家庭有“获得
感”，棚户区改造就能真正实现其惠及民生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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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3

月
19

日楼市杂谈栏花

风尚礼仪，以文教化。

4

月
26

日， 千年古城———

信阳，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
次文化盛宴。当天上午，为期
一周的“河南

(

信阳
)

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活动在河区金
牛文化产业园拉开帷幕。

近百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300

多名传承人和项目代
表，通过工艺美术展、河南老
字号美食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表演、古玩展、茶配套展、

信阳土特产展、 信阳美食展、

老中医会诊
8

个大项， 采取室
内与室外、展示与展演相结合
的方式， 让人们亲身看到、听
到、触到、吃到“非物质文化遗
产”， 真切感受到非物质文化
遗产就在大家身边。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人
气爆棚，处处弥漫着茶香、洋
溢着喜庆的气氛。 从四面八
方赶来的人们， 或三五成群
结伴成行， 或扶老携幼举家
出游，欢声笑语中，同赴一场
春天的盛会。

“几多民俗熙熙乐， 似到
老聃台上来。”少林武韵、河洛
大鼓、河南坠子、唢呐绝技、豫
剧、越调、京剧、二胡……让观
众欣赏了传统文化的艺术之
美；张秀莲、江长军、薛凤兰、

孙立君等国家级名家名角的
亮相，更是让每位来客沉浸其
中！作为我市开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常态演出的一种探索和
尝试，金牛古镇———一杯茶楼
民俗大舞台向社会展示了民
俗文化前所未有的风情。

68

岁的李奶奶是土生土
长的光山县人， 从小就在花
鼓戏的熏陶下长大。 得知有
民俗文化演出， 她一大早就
来到金牛文化园， 为了更好
地观看演出， 她特意找了个
前排位置， 目不转睛地看着
演员们的一举一动。 认真观
看展演后， 她的脸上露出了

赞赏的神情，“今天的表演很
地道，很真实，把咱们老一辈
人流传下来的艺术很完整地
表现了出来。”

形状不一的陶器旁铺陈
着古朴的书画， 铜底乌黑的
器具上绽放着银色的花纹，

精雕细琢的图腾从浅色的木
雕上呼之欲出……这些流传
千年的民间宝贝吸引了不少
参观者， 无论是出席盛会的
嘉宾，还是前来观赏的市民，

无不驻足停留，共同品味“北
国江南，江南北国”源远深邃
的历史文化。

“太神奇了！”“太美了
!

”

……民间工艺家现场制作演
示， 让游客亲身感受民间工
艺制作的流程和精湛技艺。

每一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
经过历史的积淀， 向人们诉
说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展现
着信阳民俗文化的无穷魅
力。

带着女儿来的杨女士，

和孩子在展区里走走停停，

女儿对每样东西都觉得十分
新奇， 边看边问各种展品的
用途。 杨女士告诉记者：“好
多东西我们小时候见过、玩
过，现在都看不到了，还有很
多只是在报纸、电视上见过，

今天能亲眼看到实物， 感觉
确实很不一样。 今天把孩子
带来， 就是想让她感受一下
我们的传统文化。”

民俗是一个地区的精神
家园，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
魂血脉。一提起民俗文化，人
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乡土
风俗，仿佛民俗只关涉乡土、

只关乎过去。 但民俗文化的
内涵之隽永， 只有看后才知
其精妙、亲历方解其韵味。

一件件民间工艺品、一曲
曲社舞乡歌，推开了我们追寻
记忆的那扇窗，更打开了让外
界了解信阳文化的一道门。

改善居住环境 建设美好家园

民族胡同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任黎明
高晶晶见习记者赵天）日
前，市区民族胡同棚户区改造项
目安置拆迁动员会召开，与项目
安置拆迁相关的单位、企业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项目基本
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项目开展
进行部署。

民族胡同棚户区改造项目位
于民族胡同，该项目东起八一路，

南至沿河北路，西至鸡公山大道，

北至新华西路规划道路北侧，规
划建筑面积

70

余万平方米， 涉及
住户

800

余户，单位（企业）

29

家，

征收旧房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项
目致力于打造信阳市顶级景观大
宅。其中，规划建设的一栋超

5A

级
写字楼，楼高

150

米，为信阳之最。

该项目已被列入
2013

年
-2017

年
信阳市棚户区的改造计划， 是我
市的重点项目之一。

民族胡同棚户区改造项目
安置拆迁动员会议指出，民族胡
同地处河区老城区，房屋建成
年代较早，区内生活配套设施不
完善，群众盼望改造的愿意非常
强烈。

会议强调，实施项目改造，要
正视困难，解决问题。民族胡同
项目涉及到的单位和居民较多。

要妥善处理安置拆迁中出现的
问题， 依照安置拆迁补偿方案，

及时回应居民合理诉求，确保国
有资产不流失。

会议要求， 项目开展中，要
把安置工作放在首位， 依法征
收，科学组织，强力推进。务必做
好安置拆迁的准备工作，配备好
人员，熟悉相关的补偿方案和法
律知识；加强项目有关情况的宣
传，增进群众对项目的了解和支
持，营造和谐稳定的安置拆迁氛
围；既要保证工程进度，又要确
保工作细致到位，把惠民利民的
项目做好办好。

民族胡同棚户区改造项目，

是依据信阳市城市总体规划要
求进行的。项目由润地置业公司
进行运作，目前项目详细规划正
在制定中。

(

上图为河区民族胡同项
目负责人向河区有关领导介
绍项目情况。 本报见习记者
赵天摄

)

随着广大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
越来越高，维权意识增强，怎样有效维护好购房者的合法
权益，成为广大市民关注的热点话题。有的市民因房屋质
量、违规占地、产权问题、购房合同纠纷等问题，正在为找
不到合适投诉部门而苦恼，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购房者的
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

为了进一步净化房地产市场， 切实维护购房者的合
法权益，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园，作为信阳最大、最权威的
房地产界媒体，即日起，《信报楼市》周刊开通投诉平台，

公正客观地帮助你解决在购房前、购房时、购房后遭遇的
房子质量、乱收费、违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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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开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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