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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公司片”也是
武汉市列入 2011 年度棚改
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之一，共
745 户，整个片区由非金属
公司、湖北省第二建筑公司
和湖北省建材公司 3 个单
位的宿舍区组成。

记者获得的该棚改区
的拆迁许可证显示，这是一
个“土地储备（危改）”项目。

当地小区居民徐蕾说，
拆迁办所称的危房，是 13
栋 2 层楼的独栋小别墅型
房屋。

那些房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当年的厅局级
老干部、老红军福利房。每
栋房屋按苏式结构建设，墙
面“拉毛”。

徐蕾介绍，他们统计
过，这个片区内 745 户的房
屋中，上述 13 栋老房共 210
户，加上沿街搭建的棚户门
面房约 70 户，全部只占整
个危改片区的37%。

“其余都是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后建设的新房。”
徐蕾说。

徐蕾认为，他们那儿没
有危房。

按照国家法规，危房改
造需要住户提出申请，危房
鉴定站出具危房鉴定报告。

徐蕾表示，他们没有提
出过鉴定申请。

他们向拆迁办要求查
看鉴定报告，但拆迁办“一
直拿不出来”。

记者去武汉安捷龙拆
迁安置公司核实情况。该公
司负责此处拆迁。公司的工
作人员称，他们只是拆迁代
办单位，无法向记者回应。

负责改造该地块的江
汉区国土局，也拒绝向记者
回应居民的质疑。

“任务多，没办法”

汉正街“棚改”被
指拆迁程序违法；武汉
市政府一官员表示，确
实许多房子不该拆

武汉著名的汉正街，被
纳入当地 2012 年保障性棚
改项目。

宋永安兄妹9人住在这
条街上，那是栋6层楼房，包
括 110 平方米的住宅和 600
平方米商铺，设施完好。

宋永安拒绝搬迁，他
认为在该棚改项目中，市
国土局违法，并向法庭提
起诉讼。

国家在“城市规划法”
中规定，建设项目要先批准
立项，再申请、获得“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再向管
理部门申请用地。

宋永安提供的文件显
示，汉正街的棚改项目，程
序完全倒置。

它是先于 2007 年 4 月
13 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批准文件；再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取得《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最后于
2007 年 5 月 21 日，取得《建
设项目批准文件》。

宋永安认为，这严重
违法。

宋永安还在诉状中提
出，《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应
该由市发改委作出批复，但

汉正街的棚改项目，则是由
“武汉市城市综合开发管理
办公室”下发的批复文件。

该办公室已被撤销，职
能被合并，组建了武汉市住
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该
局未作回应。

宋永安一审败诉，判决
书中并没解释宋永安提出
的疑问。宋永安仍在上诉。

2011 年 3 月 5 日，宋家
被强制拆迁。

宋永安提供的文件显
示，目前其房屋仅被按照建
材价值进行鉴定，鉴定价为
23万元。

宋说，目前在汉正街，
商铺每平方米的单价，就在
15万元以上。

“我们全家从清代就在
这栋老宅基地上生活。”房
屋被强拆后，宋家无法经营
商铺，断了经济来源。

“我们也认为很多房子
不应该拆。但上面下达的
任务那么多。我们也没有
办法”，武汉市政府一位相
关负责官员对记者称。保
障房任务是按类分解下达，
棚改的具体任务数也是上
面下达的。

记者获悉，2012 年该
市棚改目标更是扩大到 3.2
万户。

记者统计发现，在江岸
区、江汉区、硚口区等武汉
中心城区，棚改占全区总保
障房任务大约为50%。

被强制“货币安置”

居 民 沈 成 英 说 ，
“汉西建材片”已拆迁
的 2200 户都是“货币
安置”，补偿款低买不
起房

拆迁时，家住江汉区的
艾小贵曾被告知，以后还可
购买安置房。

但武汉市江汉区住房
保障与房屋管理局的一位
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江汉区
是武汉市核心城区，寸土寸
金，政府拆出来的地是要卖
钱的，不可能拿给拆迁户还
建安置。

江汉区住保局住保科
长张腾称，该区多数棚户改
造都是货币安置，被拆迁户
拿钱走人。政府不再负责
给他们提供房源。

武汉市住保局相关负
责人认可了上述说法。

家住硚口区的沈成英
也遇到这种情况

据她介绍，目前“汉西建
材片”已经拆迁 2200 户，全
部被强制选择“货币安置”。

沈成英曾想，“如果有
异地安置房也行。”

负责此处拆迁的武汉
战友房地产咨询公司一位
负责人对记者说，“他们已
拿钱了，应该自己去买房。”

沈成英说，“汉西建材
片”的协议是没有安置房的
承诺。而且签完字，一式 7
联的协议都被拆迁公司拿
走了。

孙 国 强 拿 着 53 万 补
偿款，他说，这些钱在区
内 根 本 买 不 到 一 套 三 居
的房子。

记者统计了武汉市几
个中心城区的棚改项目，其
拆迁补偿标准均为周围商

品房价格的一半。
沈成英说，因为评估价

偏低，被“货币安置”的棚
改户们拿到补偿也没有能
力买到房。

迫于压力，拆迁办给一
些拆迁户开具“动迁安置
房”点房确认单（简称“点
房单”），称他们的安置房
在汉口城市广场。

沈成英拿到“点房单”，
发现上面是拆迁办盖的章。

沈成英说，按照法律规
定，应该由拆迁人“土地储
备中心”负责安置。

更让沈成英等不解的
是，有居民去汉口城市广场
寻找自己的房子，发现点房
单上安置房在 16 楼，而现
场的楼只有 15 层。有的居
民甚至发现自己“点”的房
子已经被人装修。

沈成英说，他们了解
到，汉口城市广场的那些房
子，是早已规划好用来安置
武汉精武路等地拆迁工程
的经适房。汉西建材片是
临时扩大拆迁规模，并未规
划安置房。

硚口区政府拒绝向记
者证实，到底有无“汉西建
材片”的动迁安置房。

“不能只拆不建”

低保户王巧云被
棚改后，只能租棚户
房；住建部王珏林表
示，棚改要保障居住

在“汉西建材片”棚改
中，太平洋小学被拆掉。沈
成英介绍，这所小学是新建
的，目前数百名孩子被安置
在临时房内上课。

“棚改”后，王巧云住进
了真正的棚户房。

她以前住在“汉西建材
片”汽配厂宿舍区。2008
年，这栋楼进行危房改造，
花光了她所有积蓄。

王巧云先天胸椎残疾，
无法行走。家里吃低保。
她靠用残疾人三轮车拉客
赚钱，供儿子读书。

王巧云说，2010 年拆
迁开始后，她被告知如果不
签字，就取消低保，取消代
步三轮车。王巧云害怕，便
签了字。

王巧云带着儿子，找到
硚口区一处棚户房，月租
200 元。现在，王巧云的低
保主要用于交房租。儿子
读不起书，外出打工。

沈成英介绍，目前“汉
西 建 材 片 ”已 经 拆 迁 的
2200 多户，要么投亲靠友；
要么自己寻找便宜的房子
租住，“居住条件比棚改前
普遍变差了”。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部副主任王珏林曾对媒
体表示，国家推行棚改的原
意是改造过去年限长、基础
设施短缺或老化的棚户区，
达到改善和保障居住的目
的。地方政府不能为了得到
棚户区的地，只拆不建，一拆
了之。

王 巧 云 虽 然 领 到 拆
迁补偿款，但一分钱她都
不敢动。即便如此，王巧
云依旧很担心，那些钱越
来 越 买 不 到 房 。 王 巧 云
说，“我们被改得越来越
不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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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2011年的棚改住房建设任务，占整个保障房任务量的四分之一。记者随机
调查几个棚改项目，发现这些项目多被冠以“危改”等名义，进行商业开发或成为储备卖
地项目。 新京报制图/师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