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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一大早，京旺
家园 66 岁居民王嘉生拿着
全套长笛、快板、唢呐，正准
备出门。

他的目的地，是大望京
村原址——望京公园。

王嘉生是土生土长的
大望京村民。去年 5 月，搬
回 大 望 京 村 定 向 安 置 房
——京旺家园后，街坊们自
建了这支“民间乐队”。

每次来到望京公园吹
拉弹唱，王嘉生总会仔细瞅
瞅那棵几百岁的老槐树：大
望京村消失了，只有这棵老
槐树留了下来。

“瓦片经济”招来
5万流动人口

王嘉生记得清楚，拆迁
公告是 2009 年 2 月 25 日贴
出来的，他和1692户乡亲们
的生活，从这一天起改变。

大望京村位于朝阳区
东北部。东起草场地，西至
侯家庄，因村东北部旧有望
京馆得名。

公告贴出时，村民正在
盖二层小楼，就连五元桥
下，都堆满了盖房用的砖。

“造新房运动”与村民
们的“瓦片经济”有关。

上世纪90年代起，五环
路等工程相继征用了农田，

那时候，村民不再种地，家
家盖房吃“瓦片经济”：违章
建筑冲出院墙挤向马路，原
来的双车道变成了“单行
路”；到处堆满垃圾。

那时候，王嘉生就靠房
租生活：300 多平方米的院
子码下了四排16间房，屋前
脸挤着房后檐。他和两个
女儿一家八口住10间，另外
6 间出租，每间月租金 300
元，这是他和老伴的主要经
济来源。

村民康杰现在还会悉数
当时的人口数字，全村户籍
人口只有2998人，可瓦片经
济招来了 5 万多流动人口。
村域面积105.6公顷，相当于
每公顷住了400多人。

改革确定“2+50”
模式

更让康杰一直记得的
是，村里的公用设施，20 年
来没有大修。

大望京村民觉得，他们
只有“望京”的份儿，生活质
量跟真正的北京城里人没
法儿比。

康杰坐在办公桌前，数
落着三年前的日子：上厕所
要排长队，经常等上五六分
钟，不少人家干脆弄个大
桶，每天来倒；冬天，屋子里

支个煤炉，在村里转上小半
圈儿，帽子上已经落满煤
灰；停水、断电更是常有的
事儿，“大伙都说，我们村的
自来水管道，用火柴棍桶一
下，就会冒出喷泉”。

所以，村民们一直盼望
拆迁，住上透明瓦亮、墙角
不长毛的楼房。

这次真能拆吗？有村
民心里打鼓。

他们不知道，早在 2004
年，北京针对城乡一体化的
谋篇布局已经启动。

市统计局发自 2004 年
的一份分析报告《北京城乡
差距表现、原因及加快城乡
统筹的思路》显示：1993 年
至2003年，北京城乡居民收
入比例由 1.51：1，扩大到了
2.14：1。在城乡二元管理体
制下，面积10倍于中心城区
的农村，2003 年地方财政收
入仅占全市的 7.5%，人均年
教育支出相差1.9倍。

如何打破城乡间二元
结构瓶颈？怎样触动拆迁

“火药桶”？北京慎重确定
了“2+50”模式，“2”是大望
京和北坞两个改革试点；

“50”是总结试点经验后跟
进的50个重点村。

至此，大望京村被推上
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
的大幕之前。

昨天 厕所排长队 煤灰满天飞

上厕所排长队；到冬天在村里转上小半圈儿，帽子上
落满了煤灰；停水、断电更是常有的事儿。村民们一直盼
拆迁，住上透明瓦亮、墙角不长毛的楼房。

今天 不做老村民 说媒多起来

大望京人一夜暴富的盛名在外。刚领到补偿款时，全村
一年添600多辆车，去年回迁时，村民躁动的心已平息：有的上
班，有的打工，踏踏实实过日子。

住进回迁房已经一年了。
去年5月9日，京旺家园

举行竣工仪式。第三天，王
嘉生就搬进了新家。

让他开心的是，整栋楼
住的都是大望京的街坊们。

超五成村民选择要房

拆迁后，王嘉生分得5套
房，他和俩女儿各住一套，剩
两套出租月入五六千元。房
里卫生间都有七八平方米。

大望京的其他村民，多
数跟王嘉生一样，因拆迁成
为百万富翁。可在拆迁公告
发布时，村民们不禁担心。
王嘉生说，当年生活虽差，
但村里有地有保障。拿地
换楼房等于动了命根子。

其实，公告发布前，大
望京村拆迁模式已基本成
熟。崔各庄乡政府相关工
作人员说，村集体建设用地
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放到朝
阳区土地储备中心筹措资
金，负担拆迁腾退等征地全
部资金；再利用一级开发到
二级开发的差价，解决村民
社保、就业安置等问题。

目前，这种“大望京模
式”正被借鉴。市规划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北京中心城
内的城乡接合部分属227个
行政村，其中 141 个可以将

区划内建设用地开发与城
乡一体化改造相结合，通过
土地储备和一级开发实现
整治改造。

村民们算不明白这复杂
账。村干部第一次入户测量，
有村民在家拴了狗。

但事实证明，这一思路
短期内为大望京村筹到了
43亿元资金。

到 2009 年 5 月，腾退补
偿安置方案出台，村民开始
盘算，是要房，还是要钱？

王嘉生的院子在村里
只是中等规模。如果要钱
补偿款400多万；如果要房，
按“每人限购 50 平方米，
4500 元/平方米”计算，他一
家八口能得到 5 套房，另加
近百万补偿。提前搬迁还
有配合费。

王嘉生说，虽然没了土
地，可有工作、社保、股权；定
向安置房像社区一样。“钱放
手里会贬值，所以要房！”

大望京村里，选择“要
房”的居民占比51%。

2009年，大望京村民 28
天内搬得干干净净，没人当
钉子户，没人上访。

王嘉生说，村民在“要
钱还是要房”的选择中顺了
拆迁这口气。从拆迁公告
贴出来直到腾退完，开发商
也没“伸过腿”，大小事全是

乡村干部出面。
大望京动迁“无一人上

访、无一户强拆”。北京市委
书记刘淇说，这是整村农民动
迁史上的“奇迹”。

躁动已过 踏实过日子

大望京人一夜暴富已
经盛名在外。

村民王爱鸽是居委会
社工。她觉得，刚领到补偿
款时村民有些躁动。一年
添了 600 多辆车，不乏百万
元豪车。可回迁时，躁动已
过，有的在乡里上班，有的
打工，开始踏实过日子。

经常有人托王爱鸽说
媒。“男孩儿、女孩儿都有，
都想找村里的拆迁户，因为
车、房、存款，一步到位”。

王嘉生对此很感慨。
甚至他挑女婿那会儿

流行的择偶标准是“顺义的
姑娘望朝阳，朝阳的姑娘望
城墙，一军二干三工人，就
是不嫁老农民”。

大望京村民就是“老农
民”。现在，回迁后王嘉生
找到了北京人的荣誉感。

钱多了，但康杰另有感
慨。回迁两年间，近30名老
人去世，有的因为故土难
离；有的因为孩子争家产生
气，“钱多，也不是好事”。

明天 村民获分红 关键看运营

大望京人都有了五险一金，但社保开支花的是征地的
安置金，而非企业承担。只有提升企业的造血功能，村民
们才有长久保障。

“民间乐队”喜欢到望
京公园表演，不仅因为大
伙儿有那份离不开的故土
情。更因为不远处，就是
大望京商务区，“商务区里
有 5 万平方米底商，是村
产，我们有股权，以后能分
红。”王嘉生说。

清产核算仍在进行中

虽然生活质量追上了
城里人，可王嘉生还是觉
得少点儿什么，“补偿款总
有花完的时候，孩子怎么
办？”

他寄希望于集体经济
产权制度改革。

拆迁时，村里获得了
大望京 商 务 区 5 万 平 方
米底商实物补偿。乡干
部 说 得 很 清 楚 ，借 助 底
商 发 展 股 份 制 经 济 ，委
托 相 关 机 构 经 营 ，村 民
们定期分红。这也是北
京 一 直 在 实 践 的“ 资 产
变股权”改革。

拆迁次年，村原址一
带 的 大 望 京 1 号 地 拍 出
了 2.75 万 元/平 方 米 的

“地王”价。王嘉生相信，
底商能带来持续稳定的
收入。

崔各庄乡产权办主任
崔秋生说，现在，产权从集

体共同拥有到集体按份拥
有，需要核算全村集体资
产，计算从 上 世 纪 50 年
代至今社员们参加过集
体劳动的年限。然后根
据 年 限 量 化 股 权 。 目
前 ，大 望 京 村 已 经 成 立
了 村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
正在进行清产核算和劳
龄登记公示。

至于今后村民们能拿
到多少分红，取决于项目
运营效果。因此，促进运
营是下一步的重点。

获长久保障需提
高企业能力

现在，大望京村全村
人都有五险一金。像王嘉
生这样的老人每月能领到
1100 多元退休金。想上
班，乡里提供就业岗位。
选择待岗，每月还有 1000
多元补贴。

康杰选择了乡里提供
的 岗 位 ，到 乡 流 管 办 上
班。月收入1872元。

不过，崔各庄乡社保
所所长王天军感受到了促
进运营的压力。

除去老人、病退人员
以及自谋职业等，去年回
迁时，全村共计 358 名劳
动力等待安置就业。乡里

跟乡办企业还有辖区社会
企业协商，提供 1000 多个
岗位 。 村 民 们 找 工 作
不 难 。

但王天军说，社保开
支花的是征地时的安置
资 金 ，而 非 企 业 承 担 。
所 以 政 府 要 促 运 营 ，只
要提升了企业的造血功
能 ，让 吸 纳 村 民 就 业 企
业具备给他们提供保障
的 能 力 ，村 民 们 就 有 了
长久保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
立家认为，北京以大望京
为试点推行的“2+50”城乡
一体化，是我国城市化进
程的一个缩影。发达国家
也经历过相同过程，其中
不乏失败者，贫民窟现象
就是实证。

在其他地区频发暴力
拆迁事件时，大望京以及
50个重点村实现了和谐拆
迁，且让失地农民有住房、
有工作、有社保，无异于开
了个好头。

但是，他说，如何通
过 产 业 运 营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实 力 ；如 何 让 村
民们适应市场经济的生
存 原 则 ，具 备 抗 风 险 能
力 ，真 正 完 成 从 村 民 到
市 民 的 转 型 ，还 有 一 段
路要走。

大望京人将过上股东生活
2009年大望京整村动迁无一人上访，已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民生活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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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涉及到
的乡村均采用了“资产变股权”的集体经
济产权制度改革，让村民当上了股东。让
农民后续生活有保障。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集体经济
产权制度改革，在京最早可追溯至1993年。

丰台区南苑乡东罗园村、右安门村等
村落，“村改居”时借鉴了乡镇企业股份合
作制改革的做法，按年限折算村民的劳动
贡献量，然后拿出不到集体资产的 30％，
分配给村民。

之后，其他区县乡村纷纷效仿。
2003年6月，北京市政府发布文件，规

定改制村可以组建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
联合其他社会法人或者个人组建混合所
有制的经济实体，然后以全村实现合作化
的年份即 1956 年为起点，计算村民的劳
龄，也就是每个村民的应得股份；同时清
产核算全村的所有资产，按股份分配。

据北京市农委发布的数据，截至目
前，约有3000余农村完成集体经济产权制
度改革。北京市农委负责人表示，“十二
五”期间，北京将全面完成改革。

在对北坞村和大望京村的城乡一体
化改革试点中，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
重要一环，这也让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

2009年1月7 日，海淀区 2009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将以北坞村为试点，力
争在绿化隔离带建设、农民利益保护、社
会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其成为推
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

北坞村位于西北五环与西北四环之
间，属北京第一道绿化隔离区。

改造前，北坞村共有村民 3000 多人，
却有2万多外来人口租用农民房屋，“瓦片
经济”在给村民带来效益的同时，也给村
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带来压力。

A36-A3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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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变股权
农民有保障

已有约3000余村完成集
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十二
五”期间，改革全面完成

工作报告定调
北坞村改造

一场声势浩大的城乡一体化行动在北京已显成效。位于北京东北五
环处的大望京村，正是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急先锋。

北京慎重确定了“2+50”模式，即大望京村和北坞村两个改革试点后
跟进50个重点村改革。大望京拆迁模式即：村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
设用地，放到朝阳区土地储备中心筹措资金，负担拆迁腾退等征地全部资
金；再利用一级开发到二级开发的差价，解决村民社保、就业安置等问题。

这一创造，短时间内使大望京村筹得43亿资金，村民得到较高补偿。

玉泉山下的北坞村旧址。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2009年6月11日，大望京村，一名工作人员在拆除旧房屋。大望京村旧村民房腾退全部完成。 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2012年6月5日，大望京居民回迁地京旺家园。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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