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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中拿到了购房券，可这之后的手续怎么办
理呢？

为了做到“一站式”政务服务，淮北市在全国首创集房产政
务服务、楼盘销售、购房贷款、二手房中介等50余项涉房服务于
一体的房产超市，运行一年多来，办理涉房业务的市民纷纷为
优质便捷服务点赞。

2 月 22 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淮北市房产超
市，咨询服务台、排队叫号机、智能手机充电站、盆栽绿植……
淮北房产超市，处处都能感受到服务的细致用心。

房产超市设有80个服务窗口、涉房服务项目51项，为市民
提供了“一条龙”的涉房政务服务。2015年4月28日，淮北市在
全省率先建设的面积达 5300 平方米的房产超市正式运行，房
管、公积金、地税、物价、公证等涉房服务部门入驻，一举结束了
多年来市民办理涉房业务“东奔西跑”的局面。

房产超市更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双休日和节假日不休
息，一年365天全运转，并坚持一个窗口进、一个人跟踪、一个人
协调、一个窗口答复、一个窗口办理的“五个一”服务，切实解决
涉房业务“复杂”问题。

目前，房产超市内已有 66 家房地产企业及 6 家银行、11 家
中介机构同时进驻，在超市里转一圈，就能基本了解淮北市的
待售小区及价格情况，还能方便地对不同楼盘进行对比。

据记者了解，2016年淮北市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基本建成
27566套，完成省下达任务的324.3%，开工建设率、基本建成率均
居全省第一。货币化安置42386套，货币化安置比例达87.4%。
如此推进力度和成效，做到了“零上访、零投诉、零事故”。今年还
将对剩下棚户区81个项目40526户全部改造完毕。

淮北市房管局长李建华说，为了改变城市面貌、拉动经济
增长、解决群众的需求和期盼，淮北市委、市政府从群众的利益
出发，让拆迁工作在阳光下操作，成立“自改委”把群众的事情
交给群众自己解决，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公正，同时创造性地
设计了购房券和房产超市，可以购商品房、安置房、保障房，打
通了各个环节，让老百姓满意。

79岁的老人吴良法，曾经为拆迁奔波12年，不但自己成为淮北市第一个领取购房券
的市民，而且成为美好淮北的义务“宣传员”。

“零上访、零投诉、零事故”精准棚改

淮北为何能够首创购房券和房产超市？
淮北市为推进棚户区改造，通过将现场信息实时传输到指挥部电子大屏幕，全天候

在线监测，展现全市棚改总体分布、规划布局和项目进展等信息，科学决策、高效调度；涉
及拆迁户自发成立“自改委”，由多家评估公司核定价格，首创推出“房产超市”和“购房
券”进行货币化安置，实现“先安置、后拆迁”，让群众“一站式”从选房到购房、确权，政务
服务“一条龙”、买房卖房，做到了工程惠民，让老百姓口袋得实惠，心中落满意。坚持创
新驱动，淮北棚户改造找到了更好的方法。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2月22日上午，当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www.ahcaijing.com）记者来到淮北市相
山区东山街道棚改工地时，由于刚刚下过
雪，地面结冰，整个工地将进行地面平整。

“原来这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密集，道路狭
窄，坡度也大，下雪后路面结冰，经常有老人
出行时滑倒。居民区里的下水道非常容易堵
塞，有时候一堵就是好几天，我们出趟门还必
须要穿上胶鞋。”居民徐钦典告诉记者，“现在
好了，通过政府评估房价，我拿到了120多万
元的购房券，看中了附近湖畔御景的房子，那
里环境优美、空气好，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没有自来水、没有路、卫生差、安全隐患
多……一提起原来的生活，居民徐钦典直摇
头。“这里是老居民区，一个大杂院里住了好
几户人家，我家的房子近20年了，不仅房子
年久失修，而且居住环境很差。附近没有公

共厕所，卫生环境较差。吃水都是打的压水
井，水质并不是很好。屋子里湿气大，每次
进家门还要低着头，要不很容易碰着门框。”

“这里的地块已经被恒大集团拿去，不
久的将来会是一片新气象。”东山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相加好说。

记者注意到，棚户区改造现场安装了
摄像设备，据淮北市棚户区改造办公室负
责人介绍，每个棚户区改造现场，都安装了
相关设备，并联通到棚户区指挥部。

“通过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实时掌握
全市棚户区改造的整体情况”，淮北市棚
改办主任杨永超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通过设置棚户区路线图和施工
图，实时观察棚户区改造现场，对征迁任
务进行细化、量化，实施“挂图作战”，真正
做到“精准棚改”。

“困扰我们12年的拆迁问题，想不到现在用一张小小的‘购
房券’就能解决，这真是把民生工程做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淮
北市民吴良法成为淮北在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工作中，第一
位使用“购房券”买房的市民。

79 岁的吴良法原来居住在相山公园二号门附近的一栋四
层老房子内，原先仅这一地块就有84户居民，在进行拆迁时开
发商给出的政策较为混乱，导致大多数居民不满。吴良法老人
作为代表，进行了长达12年的反映。

2015 年，刚实行不久的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吴良法作
为第一个拿到“购房券”的市民，购买了一套新房，看到吴良法
如此，原来居住在相山公园 2 号门附近的几十户居民也将相继
领取“购房券”。这些拆迁家庭大多数都愿意以货币化方式安
置，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了“真金白银”。货币化安置，可根据
自身经济实力选择满意的各类商品房小区，实现即买即入住。

如今，相山公园二号门附近原来破旧杂乱的居民楼不见
了，一个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停车场呈现在市场星报、安徽财
经网记者眼前。通过棚户区改造，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而且
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空间，缓解了
老城区停车难的状况，让更多的群众受益。

不仅如此，淮北市西山隧道东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将会拿
出建设绿地，淮北市房管局长李建华认为：“老城区的改造主要补
城市的短板，最大的问题群众没有休闲之地，老城区补短板，新城
区带动商业，从而让棚户区在整体的改造和建设中达到平衡。”

据了解，棚改居民持购房券签约安置楼盘购房，可根据区
位、面积、户型、价格、打折率等情况自主选择，按商品房买卖合
同享受商品房购买者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享受开发企业给予棚
改居民的优惠政策。经征收实施单位审核认证，在办理房屋所
有权证时减免以下行政事业性收费：免收住宅房屋登记费、免
收住宅房屋抵押登记费，并一次性享受6个月临时安置补助。

淮北市房管局大力推行货币化安置，提供商品房、保障房、
安置房房源2万多套，引导群众自主选择“购房券”购买房屋，打
通了棚改安置房与商品房、保障房的转用通道，缩短了安置过
渡期，节约了过渡期安置租金，降低了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信息化传输实时掌控打造“精准棚改”1

征迁，无疑是棚改工作中的一件难事，
如何破解则是重中之重。

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淮北市烈山区
打破常规思路，一改过去由政府主导拆迁
的固有模式，大胆推行群众路线，积极探索
了“村为主体、群众参与”的村民自治工作
模式——区、镇两级党委、政府摒弃以往保
姆式的工作方法，在把控大方向、坚持大原
则的前提下，充分给予基层开展工作的空
间，引导村民自主参与、主动配合动迁工
作；由抽调的 15 名机关干部和凤凰村“两
委”班子成员、党员、村民代表 32 人组成 3
个动迁工作组，采取包干负责制度，将涉迁
户分包到动迁组各个工作人员，让改造成
为村民的自治行为。

征迁过程中，入户做工作的不再是陌
生人，而是本村村民，或者是几十年的邻
里或族亲。依靠这种不可比拟的“先天

优势”，工作组成员与工作对象之间的交
流更为顺畅，想法更易沟通，矛盾更好化
解。“党委政府的压力减轻了，村民的诉
求表达更顺畅了、更理性了，村子改造就
真正成了村民自己的事。”烈山镇相关负
责人说。

“我们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力量，让
广大群众真正参与进来、融入进来，让群众
的事情自己办，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谈及自改委的工作，市棚改办主任杨永超
认为，自改委的成员都是由工作能力强、在
群众中间威望高的人员担任，他们与社区
干部一起做好政策解读、思想疏导、组织动
员、协议签订等具体工作，为棚户区征迁顺
利推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烈山区花庄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
棚改工作小组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
签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村民自治”力破棚改工作困局2

货币化安置满足多样化需求3

房产超市“集成化”精准服务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