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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棚改的新速度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张舒君

王若飞：为人民而死

“住了大半辈子，从来
没想过有一天能离开这个
老旧的地方。想不到今年2
月初李克强总理来考察调
研后，我们这里要拆迁。我
在铁军山东区要了90多平
方米的房子，真是赶上国家
的好政策了，也谢谢这些拆
迁人员，自从量房开始，他
们都来家4回了。”66岁的集
宁区桥西居民贾琳动情地
跟记者说。

随着乌兰察布市城市
化进程加快，城市功能不合
理、基础设施配套不健全、
服务设施不完善等“城市
病”开始凸显，尤其是“城中
村”“棚户区”居住密集、房
屋质量差、人均居住面积
小，降低了居民生活质量，
影响城市形象。按照李克强
总理在桥西棚户区考察慰
问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自
治区党委、政府相关要求，
集宁区政府确定了“统一规
划、两年实施”的工作目标，
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棚
户区全部改造完毕。其中，
2019年计划投资52.9亿元，
共安排棚改项目7个，涉及
居民13303户、125.61万平
方米；2020年计划投资35.1
亿元，共安排棚改项目17
个，涉及居民8290户、76.39
万平方米。这项惠民工程因

涉及人数多，改造规模大，
群众满意度高，还受到国务
院的表扬和奖励。

政策周密 全心全意

为百姓

今年“棚改”成为集宁
区百姓口中的热词，“安居”
成为棚户区群众成真的梦
想。记者来到桥西棚户区红
卫桥上看到，棚户区拆迁改
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这里的棚户区改造征收大
厅成了最繁忙的地方，只见
大厅内到处是忙着选房的
人，有的手中拿着资料，有
的三三两两在讨论是置换
房还是现金补偿，每个办事
窗口都挤满了人。

棚改大厅设立在棚改
区域附近，占地3300平方
米，设有选房、不动产、房
产、残疾人联合会、二手房
等20个工作区域，借调28名
研究生以上文化程度工作
人员，实行轮流倒班上岗，
确保便民服务经常化。

“谢谢啊！”在现金结算
窗口，70岁的居民冯忠拿着
刚刚办完的手续连忙向窗
口人员道谢。“哎呀，没想到
这么快，等到明年我就能住
上新房啦，这个大厅方便得
很，我从拆迁开始所有的手

续都是来这办的！”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

方便居民群众，自2019年棚
改项目启动以来，市区两级
成立了最高规格的棚改工
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
督办、落实解决问题。同时，
成立棚户区搬迁改造指挥
部，下设由各相关分管领导
任组长的1办8组，将2019年
棚改任务分为25个片区，各
片区分别由一名县处级领
导包抓，并从45个行政事业
单位抽调约900余名干部职
工组成104个工作组充实到
棚改征拆一线，为棚改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集宁区副区长尚建文
说。

阳光透明 提升群众

幸福感

记者从集宁区房屋征
收管理办公室了解到，桥西
19个片区房屋主要建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旧不
堪，排水不通畅，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居民要求改造
意愿十分强烈。

“我们都是支持改造
的，这里环境脏乱差，下雨
的时候，屋外下大雨，屋里
下小雨……”说起这些年的
生活，住在这里40年的居民

张生玉深有感触：“这次把
我们这片列入棚户区改造
范围内，这是大好事，我们
举双手赞成。”

“这次拆迁还挺公平，
签约现场张贴了每家每户
的补偿面积、补偿款和各项
奖励补贴等，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最重要的是拆迁补
偿标准都是统一的，一把尺
子量到底，让我们充分感受
到了公开、公平、公正。所
以，棚改刚启动，我们院子
大多数人都积极主动签约
去了。”贾琳的一席语逗乐
了大家。

“作为土生土长的集宁
人，亲戚朋友大都在集宁，
一些亲戚朋友也想让我给
点‘优惠’，但我全部拒绝。
我觉得我既然做了这个工
作，就应该公平，周围那么
多双眼睛看着你怎么做，安
居梦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梦
想，我不能为了亲朋好友的
利益，去剥夺别人的权利。”
桥西棚改项目第一片区组
长杨启帆坦诚地说。

阳光透明的拆迁政策，
换来的是每个片区指挥部

墙上的一面面红色锦旗，换
来的是每位渴望住上新居
的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赞誉。

全员发力 创造集宁

棚改新速度

在集宁区棚改项目建
设过程中，所有投身于拆迁
工作的人员主动放弃节假
日和周末休息时间，丈量房
屋，为群众答疑解惑，全身
心投入到棚改项目一线中
来。工作人员的真情、真心
得到了居民们的大力支持。

“今年的拆迁力度和速
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些片
区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拆迁
率就达88％，20多天就签约
8500多户，这是集宁棚改的
一个新速度。”“这么快的速
度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这
次拆迁可谓是总动员，政府
牵头，领导包抓，各级干部
都深入到棚改一线，服务到
位！”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
地议论着。

今年以来，集宁区棚改
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
截至6月2日，桥西片区

10458户已签订协议10059
户，完成96%，其中货币安
置4181户，实物安置5878
户，已拆除1562户、12.5万
平方米，预计6月底全部完
工，届时全面启动桥东6个
项目，确保9月底完成全年
任务。

“拆迁工作人员忙，我
们的书记也不闲，他经常一
个人开车，到老百姓家里了
解拆迁情况，有些人都不知
道那是刘书记。”杨启帆感
慨地说，“在这次的拆迁工
作中，感人的事情每天都在
上演：三十几岁的工作人员
因为加班晕倒在地上，片区
负责人自己开着车服务群
众，家里情况困难的拆迁人
员一起帮忙想办法……”

随着棚改政策日益深
入人心，越来越多地被征收
户积极踊跃签约，主动搬
迁。昔日狭窄拥堵的棚户
区，如今家家期盼棚改，户
户主动搬迁，留下的是对
旧貌换新颜的期许。

“为了保存一个人的
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
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的
唾弃，那活着还有意思？”
革命志士王若飞曾这样
说道。如今，在他的故乡
贵州安顺，以“若飞”命名
的城市道路、公园、广场
不胜枚举，在王若飞故居
陈列馆里，瞻仰者纷至沓
来。几十年过去，这片热
土依然铭记着他“一切要
为人民打算”的铮铮誓
言。

王若飞，原名王运
生，字继仁，1896年10月
生于贵州省安顺县（现安
顺市西秀区）。1918年，王
若飞赴日本东京明治大
学学习，开始接触马列主
义 。1919 年 赴 法 勤 工 俭

学，其间与赵世炎、周恩
来等在巴黎建立旅欧中
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
欧支部。1923年，王若飞
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
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中
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有关
问题。

1925年，王若飞回到
国内，开始作为一个职业
革命家火热而动荡的战
斗生涯。他曾任中共北方
区委巡视员，负责筹建中
共豫陕区委，后任中共豫
陕区党委书记，领导河南
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
1926年王若飞到达上海，
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还
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的组织和指挥
工作。在武汉举行的中国

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
央委员，会后担任中共江
苏省委常委。1928年6月，
他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
员，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王若飞回国，
领导开辟陕甘宁绥一带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由于叛徒出卖，不幸在包
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
狱中，王若飞始终严守党
的秘密，继续开展革命工
作。他不仅寻找机会对狱
友们进行革命教育，还写
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光辉著作。他在狱中为
鼓励同志而作短文《生活
在微笑》，写道：“死里逃

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
心。”

1937年8月，在党组织
营救下，王若飞出狱回到
延安，先后担任中共陕甘
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
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
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
职。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
策，并参与了许多重大方
针、政策的制定，对推动
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
业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
多次夸赞：“若飞是我们
的理论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
介石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

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
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周恩
来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
党和平谈判。1946年1月，
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
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
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
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
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
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
民党独裁政策进行针锋相
对的斗争。

4月8日，王若飞携带
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
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
谈判的最后方案，与秦邦
宪、叶挺等13人乘飞机回

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
示汇报。临回延安前，他
向周恩来同志道别说：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因
气候恶劣，飞机在山西兴
县黑茶山撞山坠毁，同机
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
年50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
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
犹荣”。周恩来在《“四八”
烈士永垂不朽》这篇悼念
文章中写道：“若飞！你最
后一席话，是为中国人民
及其代表所受到的统治
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
住，我永远记住。”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