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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云霄

采访过程中，一个广泛传播的消息是，上岗子村地块极
有可能被日本积水住宅用作房地产开发。沈阳市规划局官方
网站今年 6月 30日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市委市政府决心将
上岗子地块打造成一个集节能环保于一体的住宅示范园区
和产业集群。这与积水住宅的理念尤其吻合。

积水住宅是日本顶级住宅产业化开发商之一，至今已有
40年历史，2010年销售额 14884亿日元（约 175亿美元），累
计生产销售住宅约 205 万套，是日本最早实行住宅产业化的
先驱者。

上述猜测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沈阳提出发展现代建
筑产业思路，“正在全力把现代建筑产业打造成千亿产值的
支柱产业，把沈阳建成现代化、生态型的现代建筑产业之
都。”一位官员如此介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日本积水住宅株式会社（下称“积水
住宅”）为代表的一批企业积极响应。

积水住宅握手沈阳

记者采访得知，“积水住宅”2010年 12月 1日成功摘得
和平区老房产局地块，并于当月完成外资审批、工商注册和
项目备案等手续。2011 年 1 月 24 日，由积水住宅总投资
1.55亿美元、注册资本 7200万美元的积水好施新型建材（沈
阳）有限公司正式注册，并于 3月份调资 4100 万美元。该项
目主要生产新型节能环保建筑材料，预计该公司在沈阳市的
城市开发项目规模达 900 亿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 71 亿
元）。

2011年 9月 28日，该公司董事佐佐木俊在新型建材基
地面对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工期，这一大片
土地准备时间是非常长的，但建设起来速度非常快，政府的
协调、服务非常及时。”记者调查发现，近年“积水住宅”曾多
次访问沈阳。通过多次考察，积水住宅已在和平区和皇姑区
分别选择了两个地块，拟投资建设商住综合体项目和生态住
宅项目。沈阳市皇姑区政务公开办发布官方消息称：去年 8
月 10日，皇姑区与日本积水房屋株式会社就区域地块开发
项目签订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明确项目总占地及出让面积，
开发容积率及商业比例、限高等规划指标，最终三方共同签
订项目合作备忘录。日本积水房屋表示会进一步完善规划设
计，做好充分准备，参与地块竞买。消息末尾称：预计日本积
水房屋株式会社此次在该区投资外资额将达到 2.4亿美元。
记者查阅沈阳市外经贸局官方网发现：去年 12月 21 日

至 25日，积水房屋代表团访问沈阳时表示，积水房屋计划
2012年 1月正式生产，并按期为皇姑区上岗子生态住宅项
目提供建筑部件。沈阳市外经贸局张明副局长表示，已经为
积水房屋在沈项目成立了专门项目推进小组，解决项目推进
中出现的问题，为积水房屋项目做好全方位的服务。

2011年 4月 20日，沈阳市规划局在民心网发布的一条
简讯中提到，规划局加班加点，专题研究上岗子地块积水项
目。3月 31日，副局长卢春风带领用地处、建管处、皇姑区政
府相关工作人员加班到 21点，专题研究该地块的规划条件
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日资开发企业提出的容积率、标高、限
高等具体要求，加快了该项目的开工步伐。

7 月 18 日—20日，日本积水住宅株式会武石哲一行 3
人来沈访问，再一次对开发皇姑区上岗子地块项目事宜进行
磋商洽谈，顾少清局长表示，保证该项目进展顺利。
今年年初，时任皇姑区政府区长的闫石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证实：总投资 60亿元的上岗子地块搬迁工作开始启动。
“这是征地冲动的原因之一”，不少业主说法与政府的

动向基本谋合。该地块离辽宁省政府两公里左右，周边楼盘
均价已近 5000元/平方米。“这一地块有极大的上涨空间。”
一位当地的房地产人士评价说。

“积水住宅”介入拆迁？

沈阳市副市长刑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积水的业态符合沈阳的需要，它由建筑工地的现场建造，变
成工厂制造、现场安装，是建筑产业的真正革命，也是未来产
业的发展方向。”
他向记者表示：“积水住宅买地的过程也必须是依法依

规进行，走正规的招拍挂程序。第一，设厂；第二，积水依法依
规买地，准备买上岗子这块地；第三，利用自己生产的产品，
在此直接进行建设，实现积水模式的开发。”刑凯介绍说道。
整体来说，政府“一石双鸟”，不仅可以为“首个全国现代

建筑产业化示范城市”这一称号增色，还能从土地转让中得
到巨大收益。
“10月 7日，我曾作为代表参加了在沈阳市政府 306 会

议室召开的搬迁协商会议。积水住宅也派来代表参加。”一名
王姓的被搬迁企业负责人表示。
对于该地块是否属于积水住宅？沈阳市外经贸局日本投

资促进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一地块的信息该公布
的，网站上均有，其他的信息不方便透露。记者分别向皇姑区
区委书记刘慧鸣、区长曾波、副区长张志刚提出要求采访，对
方均不接听电话。拨打皇姑区建管林宝山电话，接通后对方
声称信号不好，随即挂了电话。记者发去短信，也尚未得到回
应。

“积水住宅”
隐现上岗子？

“我的衣服以及洗漱用具全部被埋
在里面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65岁的
朱春生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朱春生，这个患有脑血栓病的老
人，就是皇姑区陵东街上岗子村村民。
他的爱人项淑清也患病多年。他们和
病魔斗争多年，终于挺了过来。但是他
们位于北二环东北角村子里的房屋却
挺不住，最终毁于强拆队的推土机下。

和朱春生同岁的刘双玉，是沈阳
沈广汽车修理厂锅炉工。11月26日，是
刘双玉到厂里上班的第一天。他起了
个大早，骑车到达厂里时刚好7点。刘双
玉准备换衣服上班时，突然闯进来了
一帮人喊他“快走”，同时另外三人把他
拉出门外。而住在厂里的李磊，“一睁开
眼睛，发现床边都是人，外裤也没有穿
也被拉走了”。

他们被送到皇姑区建管局的车
里，带到几公里外的政府拆迁办，关在
一个简陋的房子里。这一天，气温为零
下5摄氏度，积雪很深。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被放出来。此
时，这家小厂全部被推土机推平。

记者在拆迁现场看到，公路边停
靠着10余辆，其中几辆写有“皇姑建管”
字样，上百拆迁工作人员把持现场，不
让外人进入。

当天，共有沈阳市陵东通讯设备
厂、沈阳市宏利食品厂等近10家企业
和农户遭遇强拆。

强拆队多次挺进

据多名业主反映，皇姑区建管局
局长林宝山亲自指挥和组织了拆迁的
全部过程。其实，自今年4月来，紧张的
气氛一直在弥漫。其间，一些业主去上
访，辽宁省纪委一度组织代表与皇姑
区建管局协调解决争端。

9月13日，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发出
《通知》，要切实加强对房屋征收实施
单位和人员的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
一律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断水等方
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任何形式
的行政强制拆迁行为。

但到了9月26日，突然一大群人闯
入金山北路，皇姑区建管局直接把10
余家业主的大门给拆掉了。他们的理
由是这些厂区大门属于无房产证的建
筑，有权拆除。11月19日，皇姑区建管
局再度强拆过程中，一位业主被砍伤。
12月3日，大队人马强拆再次上演。更
多的被拆迁户不断奔波于各级政府部
门之间，但大多都无功而返。与此同
时，近年来，不断有涉黑拆迁消息传
出。让沈阳名动天下的是，2004年沈阳
一市民拒拆迁被困27天，中央电视台
记者前去采访时，一度被警方扣留。

根据相关统计，上岗子村这一地
块涉及上千户人家数十家中小企业。
一企业主认为，现行补偿就意味着企
业关门，几千名工人将因此失业，而补
偿款却无法在50里外的郊区建同等规
模的厂房。

目前，已经有部分业主被迫签订
合同，实施搬迁。

争议：拆迁程序两个节点

这一切缘于年初的一次公告。
2011年1月26日，沈阳市国土规划

局和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分别发布了
《征地公告》。两份公告内容完全相同。
公告显示：以辽政地字[ 2011]337号批
准征用皇姑区陵东街道上岗子村集体
土地65.9114公顷，（约合990亩），用做
皇姑区2010年度第十批次建设用地。

2月24日，皇姑区建管局又发布了
《动迁工作的各项内容》。随后的3月28
日，皇姑区建管局下发的《搬迁通知》
说：为了加快三环以内“城中村”建设
进程，加速皇姑区灵动地区村屯建设
……现正式对上岗地区企业实施搬
迁。搬迁期限为三个月：3月28日—6月
28日。

对于《征地公告》，很多居民表示，
当时并不知情，直到2月末，才对此有
所耳闻。

今年4月，皇姑区城市建设管理局
在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
办创建网络工作平台民心网上回答一
网民质疑时称：上岗子村拆迁手续齐
全，拆迁严格遵守和执行了相关政策，
是合法拆迁，该地块按照法定程序进
行了评估，评估公正合理。

（下转第四版）

沈阳雪天强拆
数十家企业厂房遭灭顶

12月 6日，记者接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上岗子村闫志强打来的电话，“我家
房屋已经被拆两间了，东西全部被埋，我们在收拾残局，去上访的百姓，已被关押一

个。”慌忙挂断电话时，他说，“强拆队过几天还要来！”

此前的 12月 3日，皇姑区建管局组织上百人，挺进上岗子村，大量的房屋被推
倒，电器、粮食、衣物全部被埋。经过多次拆迁后，该地段近千亩的土地一片废墟。

本报记者 闵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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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汽车维修厂成了废墟

遭遇拆迁后，一女士在雪地中守护为数不多的家具

一企业数百平方米的厂房被铲平有农民在废墟中寻找自家物品

一企业大门被拆后，工人从简制的木架大门下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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