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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租房房也也能能在在商商河河县县城城落落户户了了
进城落户村民保留回村参选村主任权利

作为商河县公安局局长，张烈江
参与讨论和制定了商河县统筹城乡户
籍制度改革政策。近日，记者就户改政
策制定的背景和特点采访了张烈江。

记者：为什么商河会作为全省
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张烈江：户籍制度改革前，商河
县总人口62万，其中农村居民46万，
占全县人口的74 . 2%；城镇居民16

万，占全县人口的25 . 8%，其中城区
约6万，各小城镇约10万。全县城镇
户籍人口规模小，比重低。

只有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才能
推进全县城镇化进程，引导人口向
县城和城镇驻地集聚，带动全县的
经济科学发展。

记者：商河在制定户籍制度改
革政策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张烈江：户籍制度改革是牵一
发动全身的事情，为了制定完善可
行的政策，县里组织公安、教育、计
生、土管和人社等部门负责人到成
都隆昌等地学习考察了户籍制度改
革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此外，县委县政府专门做了调查问
卷，征求专家、社会各界以及农村群众的
意见，评估户籍制度改革的可行性。

记者：当初制定户籍制度改革
政策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张烈江：教育或许是县城最具有
吸引力的资源，所以教育资源的承受
力是当初政策制定时讨论的焦点，最
终“对转城市入户的农民子女给予公
平教育保障”写入了户改实施意见。
为了应对新迁入城区居民子女的上
学问题，县里在县城南部新建了一所
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

记者：现在转户居民已经达到3

万多，商河户改能取得阶段性成效
的原因是什么？

张烈江：我总结了十二个字“政
府主导，公安搭台，民生唱戏”。商河
户改成形得益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
的密切配合与协调。民生部分最终
由县里拍板，子女入学由教育部门
负责，劳动就业由劳动人社部门来
处理，公安则负责宣传推进与办理
具体转户的业务。

此外，与大中型城市相比，商河的
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城乡“剪刀差”
比较小，这使得商河的户籍制度改革
推进起来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教育承受力

成户改讨论焦点
专访商河县公安局局长张烈江

始于2012年10月
的商河统筹城乡户籍
制度改革成为全省户
改的破冰之地，截至目
前，已经有30498人参
与户改成为城镇人口。

2014年7月15日，
商河将进城门槛再次
降低，取消各种条件的
年限限制。最新的户籍
改革文件显示，农村居
民转户后享有“农村六
项权益”和“城市六项
待遇”，其中最受关注
的是保障居民行使民
主权利。

“农村居民即使落
户进城，也可以参与原
村 的 村 委 会 主 任 选
举。”近日，商河县公安
局局长张烈江如此解
释该项权利。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见习记者 王建伟

“把户口迁到城里主要是为
子女入学。”商河县贾庄镇后贾
村的贾广龙在2013年2月选择把
妻子和孩子的户口从农村迁到
了县城，为此，他在县城南部购
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

“毕竟城里的学校教学质量
高。”在县城生活一年多，贾广龙发
现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除了孩子
能享受更好的教育之外，县城的公
共设施、生活环境都比农村要好，
即便看病也更方便。

其实，贾广龙当初也有顾
忌，所以现在户口簿上只有妻子
和两个孩子的名字。“村里有年
底分红，我担心万一把户口迁出
来，自己的分红没有了。另外，我
想参选村主任。”贾广龙笑着说。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最新
的政策是保障居民行使民主权
利，也就是说农村居民转户后，
保留其在原村参加选举和被选
举的权利。”许商派出所户籍民
警黄友超说道。

转户居民可保留民主选举权

在县城租房子也可落户
当很多县市的户籍制度改

革还徘徊在购房面积多少的时
候，商河的户籍改革就已经将
进城的门槛降为“合法稳定住
所（含租赁）”了。

与贾广龙不同，王震在县城
并没有自己的房子。原户口商河
县怀仁镇王轴村的他在一家绿化
公司上班，已经租了五年房子。

“当时想转成城市户口，主要是因
为媳妇。”王震的妻子当时是育龄
期妇女，根据规定，每三个月都要
体检。“她跟我一样在城里上班，来
回跑太不方便。”除了这个原因，王
震坦称，将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
他转户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王震到小区警务室
咨询，发现自己竟然符合转户
条件。“当时我拿着房屋租赁合
同和其他相关材料来到户改
办，很快就办完了。”王震的户
口最后落到了租住的房子上。

转户以后，王震仍然保留
着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而且
能继续得到村里的分红。“即便
商河县城房价不高，很多进城
务工人员依然买不起，可他们
有着进城落户的现实需求，租
房落户就成为一种方式。”张烈
江称，这样能建立起以公民固
定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
的户籍管理制度。

农民转户后

享受“两头甜”

68岁的张恒香随着她所在
的柳官庄村被改造成为农村新
型社区而获得了城镇居民的新
身份。“商河户改的一个特点就
是户籍改革与农民新型社区相
互依托推进，纳入整体的城镇
化进程。”张烈江说。

现在，张恒香老人住在一套
90多平方米的房子内，因为家里
的一场变故，老人现在只能和孙
女相依为命。由于已经基本丧失
劳动能力，低保成了她非常重要
的收入来源。“在转户之前，我一个
月才领110元，转户之后，我现在每
月能拿到300多元。”张恒香尝到
了转户的甜头。

据商河县政府统计，按户
改后县城区居民每年新增人数
5000到一万人计算，每年需增
加支出合计约为792万元。

与张恒香同样居住在柳官
庄村的柳贵顺告诉记者，作为试
点，他们村是整个玉南社区最早
搬来的一批。“2012年底我们村
里的绝大部分村民在三四天内
就转成城镇户口了。”柳贵顺称。

“也有些人这对个事还不
太了解，特别是有些老人会觉
得老百姓不种地到了城镇里吃
啥？”但是柳贵顺对于这个事儿
有着自己的看法，“现在一个人
平均分一亩地左右，一年下来
的收成也就一千来块钱，年轻
人肯定不能光守着家里的这点
地吧？”

商河县的现行户籍改革文
件规定，像张恒香和柳贵顺这
样的农村新型社区居民参加转
户的，仍然可以保留其在农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可以保
留各项惠农补贴。

“户籍改革的试点，使得商
河的农村居民转入城镇户口之
后享受到‘两头甜’。”商河县政
法委副书记高林如此形容转户
后农村居民享受的农村和城市
多项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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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落户也能回村参选
主任，听到这一消息，贾广龙很
是兴奋。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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