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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宅基地、农用地收上去，我肯定
不办了。”18日，已经办理了转户手续的孙
连俊这样表示。孙连俊告诉记者，土地是
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没有土地，其他
福利宁可不要。

在商河户籍改革意见中，明确表示充
分尊重农村居民的权益，并规定农村土地
承包期内，承包方家庭全家和部分成员在
县城或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意
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依法进
行流转。对从农村迁入城镇并落户的，保
留其在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

“年前曾做过调查问卷，有50%的群
众没有转户观念。”商河县公安局户政科
科长付中林告诉记者，户改工作推进中，
有许多群众逐渐了解并自愿办理，但目前
最大难题是有群众担心以后农村的五项
待遇，尤其是土地待遇会取消。

孙连俊说，自己的弟弟孙连新也有转
户打算，孙连新多年在北京打工，为了孩子
上学回到商河，已经在县城买房，因为担心
未来政策会发生变化，一直犹豫未定。

付中林说，为了给群众一颗“定心
丸”，群众转户后，新户口卡上会专门盖上

“商河户改专用章”。而相关部门也在继续
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群众的了解和支持。

本报记者 赵丽
见习记者 叶嘉利
实习生 侯银丰 于学娜

18日，在商河县城许商街道的乐陵
晓勇蛋糕店，不时有顾客进门，店主刘书
忠和一位店员忙着招呼。

今年50岁的刘书忠老家在乐陵黄
夹镇，23年前，他带着妻儿从老家到了商
河县城，盘下了店面。现在，这家店已经
成了老字号，刘书忠也早在商河安家，他
新买的商品房在滨河路的豪门又一城小
区，离自家的店不远。

虽然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收入也不
错，但这么多年来，一家的户籍是分在两
地，刘书忠和妻子的户口是在乐陵老家，
两个孩子后来落户到商河县沙河乡。

在商河县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宣
传单上有这么一条，“从县外迁入我县人

员，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
租赁的人员)，可办理县城区居民户口。”

去年12月19日，商河户籍改革政策
推行一个月后，刘书忠将户籍从乐陵迁
到了商河县城。

转户后，刘书忠紧接着又新办了身
份证。他说，之前由于户口不在本地，多
少有些不便，比如妻子办理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手续，就需要回老家开证明。而转
户之后，这一项就简单多了。

“当初也有顾虑。主要是担心手续会
不会很麻烦，担心实际上没宣传那么好。”
刘书忠说，实际办理后自己放下心来，“手
续很简单，先是提交申请，然后把买房证
明和营业执照带上，几天就办下来了。”

更让刘书忠高兴的是，虽然夫妻两人
老家并不在商河，但是目前乐陵那边的承
包地和宅基地还是保留着。现在夫妻俩在
乐陵有农田8亩，儿子在沙河乡也有1亩地，
这些田地并没有随户籍转移而取消。

不过，商河县户改办有关人士介绍
说，目前从外地农村转户到商河县城区的
情况还比较少。对于这类人群，宅基地、承
包地等农村权益是否能继续保留，需要其
原籍地决定，需要看当地的具体政策。

刘书忠告诉记者，他和妻子以前入
的是新农合，最近正打算参加城镇居民
养老和医疗保险。“参加城里的保险，各
项补偿标准也高一点，办好了就没有啥
顾虑了。”刘书忠说。

根据户改文件，在保留
“农村五项权益”的同时，转
户居民还将享有“城市五项
待遇”。

商河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宋玉金曾介绍说，商河
算了一笔账：按户改后县城
每年新增5000人—10000人
计算，新增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低保费用和就学、就医等
设施的投入，大约1000万元，
尚在商河可承受范围内。

在“城市五项待遇”中，教
育保障尤其受关注。根据该
县户改基本流程，教育方面
要严格执行户籍地与入学地
相一致的要求，对转户人员
子女进行义务教育，对转入
县城区的，可按就近入学的

原则在县属学校就读；对未
转户进城的，严格控制户籍
所在地所属乡镇(街道)入学。

据介绍，在已经转户的
人群中，有200余名是未成
年人，由于转户发生在一个
学年的中间，还没有调整学
校。但下一学年，这些孩子
获得了就近读书的机会。家
住商河玫瑰园的李忠华告
诉记者，虽然孩子今年才4
岁，但是提前转了户，为孩
子以后上小学做准备。

该县户改办有关人士
介绍说，为了完善配套，今
年将在南部新城投资建设
招生规模在3000多人的九
年一贯制学校和县第二实
验幼儿园。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赵丽
见习记者 叶嘉利 实习生

侯银丰 于学娜) 商河户籍改
革试点已经进行 5个月，目前转
户人数已达2200多人。商河县统
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办公室(以
下简称户改办)有关人士称，这说
明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户改政策
带来的实惠。

根据商河户籍改革意见，转
户居民保留“农村五项权益”，其

中包括保留承包地、宅基地、林地
三项权益以及保留计划生育政策
和各项惠农补贴，而农村居民转
入城镇户口之后，便享有同等的

“城市五项待遇”。这其中包括养
老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
业保障和住房保障。

3月18日下午1点半，在商河
县许商派出所综合服务大厅，户
籍民警黄友超正在整理转户资
料。“年后转户群众比较多。”黄友

超说，通常是一人来办理，但转户
者多是一个家庭，一般是三至五
人。

据商河县户改办统计的数
据，截至3月18日转户人数已经
有2200余人。其中800多人是农
村新型社区整体转户，另外1400

余人转户到县城区。
2013年1月初，记者在商河县

采访户籍改革进展时，当时的转
户人数是235人。而在2012年12月

初的数字是29人。
商河县公安局户政科科长付

中林介绍，转户的2200多名居民
中，有1400多名转入县城区，另外
800多名是在新型农村社区整建
制转户。这一部分主要集中在玉
皇庙镇，该镇是商河县城乡户籍
改革的第一批试点乡镇之一，玉
皇庙镇经济较发达，农民观念也
比较超前。

许商街道是商河县城区所

在地。黄友超告诉记者，他经办
的转户中，购房的占七八成，经
商的占比第二，还有一部分是以
务工这种方式转户。

“县城区有 20%的购房者来
自农村。”付中林说，调查显示，
相当数量的农民已到县城居住
兴业，尤其是青年人在城区购房
更为多见。今年的目标是新增县
城区人口 1 万，新增城镇人口 2

万。

户改新政策

能持续多久

商河户改新政吸引2200多人农转非
今年目标是新增县城区人口1万，新增城镇人口2万

新建规模3000人的

九年一贯制学校

户改是一个系统工程，
其间不断有新情况出现。付
中林告诉记者，目前就遇到
了转户农民的选举权怎么
处理的问题，是保留在原有
村的选举权，还是参加户籍
所在地的选举？他表示，目
前这一方面还在研究，现在
暂行的是在户籍所在地选
举的方式。

3月18日，该县户改办
有关人士介绍，今年将进一
步放宽居民转户政策：对在
县城区务工经商或已签订
用工合同、缴纳养老保险且
有固定住房的，不再受两年
以上时间的限制，符合条件

即可转户；另外，对于投资
兴办实业，取得营业执照、
完税证明、有合法稳定住所
的，不再受两年纳税2万元
或者1年纳税1 . 5万元的限
制，符合条件即可转户。

付中林告诉记者，目前
需要在县城办理转户的居
民，只要带齐所需证明，在
县城许商街道派出所申请，
当场即可进行受理审核，短
则一天，多则三五天就能把
转户办理下来。

本报记者 赵丽
见习记者 叶嘉利
实习生 侯银丰 于学娜

“在农村我们可以种
地，去了城里我们靠什么生
活？”这是一些有转户想法
的农民面临的实际问题。

据介绍，目前来申请的
基本都是在县城务工经商
有事干的，在县城已经有生
活圈子。不过，如果农民刚
开始进入城市生活，各项保
障都尚未完全落实，生活可
能难以保障，所以要在这个
过渡期对农民最起码的生
活给予保障。

商河户改办有关人士
介绍说，在就业方面，劳动
年龄段的转户居民属于城
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
围的，可以享受免费创业培
训和相关的技能培训补贴，
自主创业享受城镇创业扶

持政策，就业困难人员享受
“一对一”的就业帮扶以及
公益性岗位等就业援助。

农民进城之后，如何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土地进
行规模化生产，调整种植结
构，提高农业附加值的问题
也是该县关注的问题。19
日，玉皇庙镇副镇长李霞介
绍说，现在该镇已经有红叶
生态园和玉龙明珠生态园，
主要进行花卉苗木培育，流
转的土地在规模化、科技化
种植中获得了高收益，也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付中林介绍说，目前商
河也有种粮大户包200余亩土
地搞生产，养牛大户包土地搞
畜牧的例子。这些都是提高农
村产业化水平的尝试。

拓展进城就业途径

探索土地流转办法

务工经商转户

取消两年限制

转户进了城，最大 实惠是孩子上学不愁了
商河转户实行“双重优惠”，村民尝到甜头但是担心 政策能不能持久
本报记者 赵丽 见习记者 叶嘉利 实习生 侯银丰 于学娜

“快要换新户口本了。”3月19日，家住商河县玉皇庙镇玉苑社区的刘国升兴奋地说。
他家的老户口本于2008年换发，即将拿到手的新本与老本相比，有两项明显变化：一是服
务处所一栏由“玉东村”变成了“玉苑社区”，另外职业一栏由“务农”变成了“待业”。

这两项变化与一项改革相关。去年11月，商河县在全市范围内率先试水统筹城乡的
户籍制度改革，刘国升就是一位转户居民。

为何选择/不选择转户？转户对生活有何影响？未来有什么新打算？近日，记者来到商
河县，采访了部分群众。 3月18日，在商河县鑫源路建设银

行后院门卫室里，记者见到了57岁的
孙连俊。十多天前，他一家四口的户口
已经转到了县城。不过，严格来说，孙
连俊一家并非纯粹的农村人。他告诉
记者，妻子是乡镇小学的老师，户口在
乡镇上，而两个孩子也随着母亲落户，
他们仨是非农业人口。

5年前，孙连俊从老家张坊乡孙家
寨村来到商河县城，找了这份看门的
工作。随后他在门卫室后面的建行家
属院买了房子，一家人现在都在商河
县城居住。

这段时间，老两口正在装修房子。
孙连俊说，儿子今年 25岁了，在齐鲁
化纤工作，快要结婚了。提起儿子结

婚，孙连俊说，之前一直为后辈的上
学犯愁。“虽然儿子在县城有房住有
工作，但是以后有了孙子或者孙女，
他们上学还得回老家去，那时候怎么
办？”

去年年底，孙连俊从电视上发现
有转户政策，因为在县城区购买商品
房，他和妻子孩子都可以转成县城户
口。不过当时他并没着急去办，“一是
过年，再就是有顾虑啊，要是把地给收
回去呢？”

孙连俊说，原来一家四口中只有
他自己是农业户口，有大约一亩七分
地，加上给别人种了一份，现在一共有
3亩半地。老家还有两个院，一共八间
正房。他和许多农民一样，有根深蒂固

的“土地为本”的思想，“再不济还能回
去种地，够自己吃的”。

春节后，孙连俊到许商派出所进
行了咨询，得知转户后会继续保留“农
村五项权益”，他打消了疑虑，准备了
购房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文件去办
理，没几天就拿到了新户口本。

“最主要是解决将来孙子上学的
问题。”记者发现，在“城市五项待遇”
中，孙连俊最关心、最了解的是教育保
障，而养老、医疗、就业等方面，他了解
并不多。他告诉记者，儿子已在单位入
了保险，自己在家也入了新农合、新农
保，而且过两三年自己满60周岁就可
以领新农保退休金了，未来要不要换
成城镇保险，他还得去问清楚。

┮有了城镇户口，孩子不用回老家上学了

转成城镇户口有什么好处？“说句
不好听的，要是在路上被轧死了，户口
不一样赔偿标准还不一样呢！”19日，
在商河玉皇庙镇玉苑社区3号楼，49岁
的刘国升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记者到时，刘国升正在家里看球
赛。他原是玉皇庙镇玉东村的村民，
2011年冬天，村庄变成社区，玉东、玉
西两村200多户村民搬入楼房。他一家
五口原来的平房一共有240多平米，搬
入社区分到两套楼房，分别是140平米
和100平米。

在玉苑社区旁边，玉苑二期项目
正在建设中。据玉皇庙镇提供的数据，
二期将建28栋楼，可容纳8个村6400多
位村民。

按照商河户改政策宣传单，“结合
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合村并点工
作，对撤并、合并村庄的农村居民，可
按农民意愿以整建制形式转为城镇居
民。”刘国升正是通过这种整建制转户
的方式变成了社区居民。

玉苑社区所在的位置正邻近玉皇
庙镇驻地，玉皇庙镇政府有关人士介
绍说，该镇有62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
有27家，附近的开发区也有100多家企
业。

“就业很方便，做生意的也不少，
只有五六十岁的老年人才在家里种
地。”刘国升说，自己三个女儿都在工
厂纺纱，月收入二千六七百元，女婿在
钻井队，月收入三千多元。刘国升和妻

子没出去打工，种着自己家和哥哥家
一共13亩地，其中9亩多种粮食，其他
种了杨树。

“要是有人承包，我愿意把地流转
出去。自己去看个门或者做点别的，这
样比种地来钱快多了。”刘国升给记者
算了一下账：一亩麦子一年浇三次水，
请人来浇一次一亩地要50元，10亩地
就是500元，浇3遍就是1500元。另外还
要收割，收割一亩地要100多元，十亩
地又是上千元。一亩小麦产900斤，一
斤麦子一块多钱一斤，十亩地也就1万
元。再除去农资、肥料，一亩地两季庄稼
也就赚五六百块钱。如果土地流转给别
人种，一亩地一年能收到800元费用，当
然，国家的种粮补贴得给人家。

┮虽知种地不挣钱，还是不想把地扔了

3月20日中午，记者联系到李忠华
时，他正去幼儿园接儿子放学。

2011年底，李忠华从部队转业，来
到商河县人民医院工作。其实早在
2009年，他已在商河玫瑰园小区买了
房子，而儿子也在那年出生。

李忠华的老家在韩庙乡，这是距
商河县城最远的乡镇，大约有25公里。
在部队服役期间，李忠华的户口仍在
老家，而妻子、儿子的户口也和他落在
了一处。

买房之后，一家人已经在县城居
住，妻子开了一个小店。对他们夫妻来
说，现在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他告诉记者，孩子过两年就要上小学
了，担心得回老家上学。考虑到这个问
题，尽早办了转户手续。

根据商河县的户改政策，“农村未
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夫妻投靠、年老父
母投靠子女资源转为城镇居民的，可
迁移入户。”按照父母投靠子女的方
式，李忠华的父母也可以转户，但是这
次老人并没有办理。

李忠华说，现在老家还有地，一家
五口一共10亩多，现在这地父母还在
家种着，农忙的时候自己回家帮一下。

“现在老人在家种着地，也有新农保、
新农合，还没考虑转户，可能随着年纪

增大，条件成熟，会再考虑。”李忠华
说。

龙桑寺镇史家庙村的李大妈，三
个孩子都已在济南或商河县城工作，
她时不时去县城和孩子一起住，但并
没有考虑随子女转户的事。至于原因，
她说，主要是不知道对自己来说，转户
具体有什么好处。

“其实老人随着孩子出去也还
行，孩子要是随着老人出去才麻烦一
些。”她告诉记者，如果孩子已经成
年，但在县城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
即使有了县城户口，也不一定生活得
好。

┮有些农村老人，不愿意再“折腾”啦┮参加城镇保险，各项补偿标准提高了

●户改进展

●配套举措

●面临问题

▲小区临街房新开了一家劳务中介，为不再种地的农民介绍工作。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建设中的玉皇庙玉南社区可容纳7个村的居民居住。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1

2

3

▲盖章后，农村户籍转变成城镇居民
户口。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户改新
政，最受关注
的还是孩子们
的教育问题。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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