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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为危改工作指明了方向。但在
实际工作中，仍然有千千万万个小问题需要解
决。如何才能使危改工作真正实现既定目标呢？
武冈市设计了“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把最需要改造的贫困户选出来。武
冈市明确规定，纳入危房改造范围的必须是居住
在 D 级危房中的贫困户或无房户。在认定过程
中，武冈市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的作
用，在户主申请或村民小组推荐的基础上，各村根
据“住房危险性、经济困难性、居住唯一性”等原则
进行集中评议，评议结果由乡镇审核、市里认定并
建档立卡，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户纳入改造
范围、所有纳入改造范围的全部是真正的贫困
户。最终，武冈市共将识别出来的5479户贫困家
庭纳入改造范围，按轻重缓急力争两年基本完成、
确保三年完成改造任务。

第二步：帮助需要改造的贫困户清出宅基
地。贫困户家庭除缺资金外，往往也缺劳动力，要

他们自身拆除原有危房都有困难。为此，武冈市
组织各村支两委牵头，在改造户及其亲属邻居积
极出工出力的基础上，组织村组帮扶，帮助贫困户
完成宅基地场地平整。按照试点方案，危房改造
以就地改建为主，尽量利用原来的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如改造户因通水、通电、通路存在困难需
调换宅基地的，由村组负责协调处理。改造方案
还规定，改造户确有意愿且全部同意的前提下也
可集中连片修建，村支两委负责出面协调安排选
址、申报宅基地计划并监督原宅基地全部清退，按
人均约20平方米的标准批准新宅基地。通水、通
电、通路资金困难较大的村，通过财政资金或土地
增减挂钩奖励资金解决。

第三步：为贫困户集中统一建房。农村危房改
造由农户自建，成本高、操心多，建筑标准不统一，
成本、质量和进度都难以保障。为此，武冈市划分7
大区域，因地制宜分类统一设计图纸，统一平价采
购并配送建筑材料。市住建局发动组织7家建筑企

业各承包1个区域，统一开展危房改建。市财政局
归集住建、民政、人社、扶贫、国土等全部专项资金
1.79亿元，充分考虑贫困户人口数和代际情况进行
补助，原则上每户补助大体平衡房屋建设支出。建
筑企业基本不在危房改造工作中获取利润，只按配
送材料费用加所派用工工资确定建筑成本。

第四步：帮助改造完成的贫困户搬家安置。
危房改造完成后，部分特别贫困户建了新房但没
钱装窗、刷墙，没钱垒灶、拉电、通水，没钱购置基
本的生活用具，也就没办法及时享受改造成果。
根据试点方案的要求，武冈市各乡镇积极动员乡
村两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搞结对帮扶，动员相关
部门、企业主、富裕户等各方面社会力量出钱出
力，帮助改造完成的贫困户搬进新居，切实解决危
房改造“最后一步路”问题。

截至目前，武冈市5479座危房已全部改造到
位。而武冈市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新房改”
也成为了整个邵阳市，乃至整个湖南省的一面旗
帜。省委书记杜家毫在“省委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训
班”上指出，武冈在危房改造方面，能有效整合部
门资金推进农村危房改造，较好地解决D级危房
户住房问题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四步走”走好“新房改”

让贫困户实现“住有所居”
——解读危房改造的“武冈模式”

李超 熊烨 夏晓波

家是什么？头上有屋
瓦，地上养着猪，这便是家。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是安身
立命的根基、亲情血缘的纽
带、精神休憩的港湾、个人情
感的归宿，甚至可以说，家文
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然
而，对于贫困户来讲，是否有
猪养还在其次，头上的那屋
瓦能不能遮风挡雨、甚至是
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屋瓦，
都是一个未知数。

近年来，武冈市以解决
农村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和无
房户的住房难问题为抓手，
一场轰轰烈烈的危房改造大
战役全面展开。

武冈市迎春亭街道办事处荷
塘村一组村民刘怡军和妻子、一
双儿女以及年迈的父母现在还挤
在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
青砖房内。单层的青砖房除了堂
屋，只有四个房间，勉强容纳六口
人居住。做饭只能在青砖房旁一
栋建于上世纪中叶、早已破烂不
堪的旧房子里，洗澡只能在卧室
里进行。更让人担心的是，几道
明显的裂缝在房屋外墙上蔓延，
最宽处甚至可容下成年人的手
指。为防不测，刘怡军只能用碗
口粗的木料和铁丝来加固承重的
房梁。不过，让刘怡军高兴的是，
很快，不远处工地上属于他们家
的新房就可以交到他的手上，一
家人拥挤不堪又提心吊胆的日子
即将远去。

距离刘怡军家不远处，冬日
的阳光洒在联排的灰白色徽式小
洋楼上，煞是好看，竖立在人工湖
边“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加快群众
脱贫致富”的标语牌提醒着人们，
这里是荷塘村生活资源恶劣（缺
水）型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
项目。走近项目建设工地，一片
紧张施工的建筑群映入眼帘：百
十名建筑工人们有的在粉刷外
墙，有的在垒砌化粪池，还有的在
室内进行着最后的扫尾工作……

荷塘村位于邵阳武冈机场南
端，距武冈市区 10 公里，自然条
件差，石漠化严重，以山地为主，
严重缺水，人畜饮水主要依靠自
然降水和少量的山泉水，稍遇干
旱，就要到数里外的地方取水，属
于深度贫困村。全村共有3个村
民小组，常住农户176户、578人，
居住分散。其中贫困户 59 户、
109人，低保户25户、30人，五保
户 1 户、1 人。全村共有房屋 85
座，其中 C 级危房 67 座，D 级危
房2座。

2015年，为彻底解决荷塘村
贫困问题，武冈市委市政府以改
善村民住房条件为抓手，实施易
地扶贫整体搬迁，并决定在荷塘
村建设都梁文化产业园。搬迁安
置点总体规划修建房屋 400 座，
在解决村民住房难的同时，修建
以村活动中心、村卫生室、村幼儿
园、村图书室等为主要内容的都
梁书院，同时着力推进产业融合，
统筹发展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特
色种养和特色农产品展销。此
外，还依托武冈机场区位优势，精
心建设都梁古街，展示武冈都梁
历史文化特色，提升都梁文化产
业园品位，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
把荷塘村打造成武冈第一村。

一个贫困村的蜕变

荷塘村的变化，是武冈市大力推进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的一个缩影。然而，在危房改造工作之
初，武冈市所面临的压力却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武冈市是革命老区、武陵山片区区域扶贫攻
坚试点市、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市），
现辖8个镇、6个乡、4个街道，299个村、9个居民
委员会、16 个社区，总面积 1549 平方公里，总人
口 84.13 万，其中农业人口 71.84 万，现有贫困标
准下的贫困人口75522人。近年来，武冈经济社
会健康有序发展，但在落实扶贫攻坚“两不愁，三
保障”要求上，短板尤为突出：农村危房量大、点
多，A、B、C、D四级危房共有2.6万多户，其中亟需
进行改造的贫困户D 级危房或无房户超过5000
户。

目前，在农村建设一幢60平方米左右的单层
房屋，最低需要建设资金5万元。如果按以前传
统的每户危房改造货币补偿1-2万元的方式，效
果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地方的危房改造资金并没
有完全按政策发放，特别是贫困户，利用1-2万元
资金自己根本无法完成改造。

长期以来，由于政出多门、资金分散、困难户
能力缺失、政府统筹乏力等原因，再加上各部门的
补助由于条块分割也很难重合扶助同一对象，使
得全市的危房改造工作，特别是贫困户D级危房
改造工作进程缓慢。

针对这种情况，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武冈市将
精准扶贫、农村危房改造和村庄整治有机结合，大
力推行“新危改”。即在建设模式上由原散户自建
改为政府主导帮建，整合民政部门的革命老区危
房改造资金、扶贫办的省专项扶贫危房改造资金、
国土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护资金、移民部门的移民
资金、市财政配套资金及住建部门的中央、省补危
房改造资金等各项资金，市财政局设立专门账户，
由原分散补助变为统筹归集使用，同时发动市内
建筑施工企业以微利润或零利润的方式帮助建设
新房，真正解决农村特困家庭危房改造自建难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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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湾头桥镇四清村卫生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