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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今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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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2月3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2日，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工作第八督查
组来聊城检查城镇化情况，记者
从随后召开的督查汇报会上了解
到，聊城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今
年以来，全市有3472名符合政策
人员落户聊城市区。

全省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以
后，聊城迅速掀起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高潮。聊城坚持人的城镇化
为核心，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城
里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
进居住证制度，放开小城镇落户，
规定在县城拥有合法职业和住所
的可在当地落户，打破了城市户
籍壁垒。今年以来，全市有3472名
符合政策人员落户聊城市区，有
5110名符合政策人员落户县市城
区和小城镇。出于对土地、宅基地
的顾虑，有些农业转移人口不愿
落户城镇，但他们能享受与城镇
居民、企业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
政策、同等的城镇医疗保险政策。

棚户区改造取得历史性突
破，去年全市完成拆迁面积1672
万平方米。全市规划回迁安置项
目197个，按照目前的推进进度，
年底前将建成6 . 6万套，明年年底
前所有拆迁户实现回迁入驻。

村镇建设迈上新台阶，全市
有10个镇列入全国重点镇，省级

示范镇增加到12个、市级示范镇
重新调整为7个，形成了国家重
点镇、省市级示范镇和一般乡镇
梯次发展的良好布局。在小城镇
建设过程中，全市坚持统一规
划，开发带动，成片改造，19个
省、市级示范镇完成各类投资
近2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
资13亿元，建成区增加人
口4万人。彻底改变了

“一条街、两排房”的
形象，构建起了路
网框架，完善基础设施，一些省
级示范镇已初步展现出现代化
小城市风采。在省政府织组织的
年度考核中，聊城市省级示范镇
排名大幅前移，其中莘县古云镇
在全省200个示范镇中位列第53
名。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村
社区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全市
累计实施农村新型社区510个，
其中26个社区人口规模达到3000
人以上。社区还同步实施污水处
理等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全市
建设农村新型社区103个，共5 . 7
万户，大型新型社区均建设在镇
驻地、工业园区或经济强村，因此
农民上楼后，不但能分享教育、医
疗等公共资源，还有10多万人通
过土地流转、就业培训成为“地租
工人”。农村新型社区正逐渐成为
广大农民的幸福家园。

本报聊城12月3日讯(记者 谢
晓丽 通讯员 张迪) 根据城镇化
发展需求，结合聊城实际出台《关于
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的意见》，按意
见稿，到2020年，全市城区人口要达
120万，全面构建起以市中心为核心、
县城为支撑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全市将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取
消落户条件限制，放开市域城镇落
户，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
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全面推
行居住证制度，完善流动人口的服务
和管理，形成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
有效衔接的人口管理制度。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城
镇发展和扩大就业联动机制，大力推进
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示范园建设，统筹
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和被征地农民就
业创业问题。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
训，按规定给予补贴。规范招人用人制

度，实现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
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把符合条件

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
系，与城镇户籍人口同等享受住房保
障待遇。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稳定
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连续缴存住房公
积金一年以上，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优化学校布局和建设规
模，缩小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将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
镇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保
障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免费义务教
育。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社区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加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美术馆、社区综合性文化中心等
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体服务水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加强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解决困难、失能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聊城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努力实现落户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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