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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

下简称东湖高新区）创建于1988

年 10月，1991 年 3月被国家批准为首

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1

年被原国家计委、 科技部批准为国家

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武汉 · 中国光

谷）。“十五”期间，东湖高新区的建设

取得巨大成就，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到

2005 年，全区技工贸总收入达到 725

亿元，工业总产值593亿元，财政收入

20.04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 2.9倍、

2.8倍和3.2倍。2005年，又被列为 6

个开展建设世界一流园区试点的国家

级高新区之一。

东湖高新区在迅速发展壮大过程

中，高度重视农户的征地拆迁补偿、就

业安置、社区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问

题，充分运用公共财政的职能和手段

不断构筑失地农户保障机制，让失地

农户充分享受到新区开发建设带来的

丰硕成果，使农户成为高新区发展的

直接受益者，在农户安置和农村建设

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

1 .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

东湖高新区从 1999年开始，先后

两次共托管洪山区及江夏区22个村和

3个居委会，面积近百平方公里，人口

近5万人，发展空间的扩大，满足了高

新产业发展的需要，其发展过程也是

一个把区域内的农村改造、建设成为

现代科技新城的过程。为此，在发展过

程中，积极运用财政手段，促进“城中

村”的综合改造和建设，把“城中村”

的发展纳入开发区发展的总体规划，

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中村” 综合改造从 2004 年开

始，到 2006年 10底止，在 1999年托

管的第一批的“9村 1委”中，已完成

了“6村 1 委”的改制，村级经济变成

公司经济运行管理模式，行政村式管

理正在向社区管理模式过渡，村民户

籍改登、行政村变居委会及社会保障

等后续工作已基本完成；2006年，又

启动了2个村的综合改造，再有2-3年
的时间，第一批托管的“9村 1委”将

全面城市化。2005年托管的 “13村 2

委”，也制定了改造规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东湖高新区充

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重点支持

了社区建设以及社区的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区财政投入 6.6 亿元建成了南

湖、汤逊湖、关南、关山、曙光、群英

等6大社区，合计面积为66万平方米，

拆迁农户1.2万人。并筹措安排大量财

政资金支持社区配套设施建设，幼儿

园、商场、酒店、医疗中心、集贸市场、

停车场等一应俱全。农民入住社区，安

全、舒适、方便，完全可以与中心城区

的社区媲美，村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通过大力推进“城中村”改造，促

进了村民思想上、行为观念上的尽快

转变。为实施素质教育工程，财政每年

还安排100万元左右，分步逐村建立文

化活动室、图书室等。

2.促进村级经济发展，提高农民

收入

为了解除农民失去土地的后顾之

忧，东湖高新区把加快产业发展，支持

经济建设，促进农民乐业作为农村工

作的重头戏来唱。

东湖高新区托管的“22村3委”条

件不一，必须采取一村一策、分类指导

的原则。对所剩土地不多的村在推进

改制的同时，实行建设补贴和租金补

贴，重点支持抓好村级工业园建设。如

关山村在开发区财政 300 多万元支持

下，已经建成400亩村级工业园，并在

开发区以租金差价补贴形式支持下引

进了英国、日本等国的投资商；茅店村

6 个标准厂房已经建成并陆续对外出

租；东山村工业园建设已经启动；其他

村级工业园选址工作基本完成，目前

正着手制定产业园方案。同时，用好、

用活现有资金，围绕科技城的配套服

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如拿出3000多

万元配套建设资金，支持关山村鲁巷

购物中心、华美达光谷酒店建设，以此

为龙头，带动周边村兴建了一批宾馆、

学生公寓、超市、幼儿园等服务设施，

全面拉动村办服务行业的发展，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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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

对暂未征地或征地不多的村，立

足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

科技的推广应用，抓好种植业和养殖

业；征地拆迁后资金比较雄厚、剩余劳

动力比较多的村，积极探索在区外其

它农村地区“租山、租地、租水”模式，

走出去发展农业经济，拓展发展空间。

征地补偿资金提倡由村集体集中

管理，主要用于发展村级经济和失业

养老保险等方面。鼓励村集体用征地

补偿资金建设标准工业厂房，由管委

会统一包租，回报比较稳定，避免了补

偿资金分光、吃光、花光现象，为村级

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户生活稳定

奠定了基础。

3.支持基础教育，使农民及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享受优质教育

高新区所接管的均属武汉市洪山

区的偏远地带和江夏区农村的学校及

企业子弟学校，基础教育比较薄弱。为

此，高新区财政把支持基础教育作为

重点之一，加大投入和整合力度，不断

完善义务教育经费长效保障机制，制

定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目标，从

1999年以来累计投入 3亿余元高标准

打造基础教育体系：通过新建、重组、

改建等多种形式，在区内建设了7所小

学、3所初级中学和2所高级中学。到

2005年底，已征教育用地337.6亩，建

筑及装备总投资近2亿元，已完成多所

小学的新建和重组工程；武汉国际文

法学校已获教育部批准建设。所建学

校规模均在24个教学班以上。2006年

春季起，对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

内的所有义务阶段学生免收杂费。

为提高办学质量，除引进优秀师

资、加强培训外，对一些学校实行“高

位嫁接”，如光谷一小与武汉小学合作

办学，迅速提高了办学水平。此外，还

充分挖掘辖区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如

投入财政资金约1亿元，支持迁入高新

区的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的建设。

4.多方筹措资金. 建立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

东湖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以人

为本”，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统筹

发展与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逐步

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使失地农民的生

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为高新区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从土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

另一方面鼓励、引导村集体从集中的

征地补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为失地农

民交纳办理了失业、 养老、医疗等保

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

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覆盖率达到 100% ，城镇失业保险覆

盖率达到 90%，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

达到 85%。2006年开发区从土地收入

中拿出 3200万元交纳社保费，为失地

农民办理了养老和医疗保险，2007年

准备再安排 8000万元，力争全区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覆盖面都达

到 90% 以上。

与此同时，东湖高新区还启动低

保工作，除从土地收入及征地补偿金

中筹措社保外，财政每年直接在预算

中安排 1000万元左右，巩固和完善区

内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

制度，规范和完善适应高新区特点的

农村保障体系、服务体系和农村社会

救助工作。目前，城市低保率达到90%

以上；农村低保率达到80% ；五保户供

养达到 100%。对城市居民低保和农村

低保还未涉及到的困难群体，积极采

用临时救济的方式以不断完善社会救

助体系。

5.完善培训体系，促进农民充分

就业

针对城市化步伐加快，失地农民

越来越多的状况，财政除如前所述大

力支持发展第三产业、创建工业园，拓

展农业发展空间等方式扩大农民就业

外，还积极支持建立就业服务体系，健

全培训和就业促进制度，促进失地农

户充分就业。

一是保障经费，支持相关职能部

门抓好就业工作，落实就业工作责任

制，建立就业信息资料库和管理网络，

及时提供就业信息。二是以市场为导

向，建立多层次的就业培训体系与培

训机构，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向培训等。

由财政和村集体出资，根据农民不同

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就业需要，利用

高新区的职业培训院校，开展就业培

训，提高农民自主就业的能力。近几年

财政和村集体拿出 100 多万元办理培

训班 10多次，培训人员近4000人。三

是推荐就业，即向区内企业推荐有相

应技能及特长的人员就业，有关部门

对此也大力支持，尤其是保安、保绿、

保洁等岗位要保证区内失地农民在同

等条件下有优先的权利，如对区内中

小企业、村级工业园企业优先安排区

内失地农民就业、再就业人员给予租

金等补贴，区内市政道路保洁等城市

维护工作在实行市场运作招标确定时，

优先考虑村办能安排农民就业的保洁

公司等等；四是创造条件，放宽政策，

发展个体工商户、运输户等，鼓励自谋

职业，开拓农民自主就业渠道。此外，

还建立了一批劳动密集型的村办企业，

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如：茅店村混泥土

搅拌站，周店村新型材料厂，群英村建

筑公司等。

通过以上途径，内部消化吸收一

批、对外输出一批、有文化有技能的自

找门路就业一批，较好地解决了区内

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城中村”农民就业率达70%以上。
“十五”期间，高新区不断扩大就业规

模，五年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万多个，区

内城镇登记失业率在 4% 以下。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局

东湖开发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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