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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青青全全面面放放开开大大学学生生落落户户限限制制
我省探索实施积分落户制，济青之外的设区市购房落户不限面积

本报济南11月21日讯（记者
高扩） 21日，我省户籍制度改革
意见正式公布。意见确定，济南、青
岛全面放开普通高校毕业生(含往
届毕业生)落户限制，不断提高职
业院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和技术工
人等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率。在设
区市(不含济南、青岛)购房落户，
不受房屋面积、金额限制。

我省将进一步调整完善户口
迁移政策，实行县域突破，市域放

开，合理确定济南、青岛落户条件。
县域突破方面，在县级市市

区、县政府驻地和其他建制镇(含
济南、青岛所辖县、市)范围内有合
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
就业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
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
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在市域放开上，设区市(不
含济南、青岛)范围内的本市户
籍人口，在市区内有合法稳定住

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就业，同
时按规定参加当地社会保险一
年以上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
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
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本市
以外人员，在本市市区有合法稳
定住所(含租赁)和合法稳定就
业，同时按规定参加当地社会保
险一年以上的，本人及其共同居
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
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不得设
置面积、金额限制。

合理确定济南、青岛落户条
件。济南、青岛两市全面放开普
通高校毕业生(含往届毕业生)
落户限制，不断提高职业院校、
技工院校毕业生和技术工人等
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率。探索实
施积分落户制度，科学制定具有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合法
稳定就业的外来人口阶梯式落

户通道和差别化落户标准。
同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
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
教育权利；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
财政保障范畴；落实符合条件的
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
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
育的政策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
参加升学考试的相关规定。

本报记者 李钢

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规定，将农业
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纳入社区
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提供基本
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对进城落
户农村人口继续保留五年的生育政
策调节过渡期。

“进城落户有两件主要的事放不
下，一是家里的地还能不能保留，再
就是一胎是女儿，还能不能再生一

个。”在济南打工多年的徐志明一直
纠结到底要不要在城市落户。

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农村居民可享受一些特殊的生
育政策。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以
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或
只生育一个女孩，母女均为农村居民
且母亲居住在农村连续五年以上，以
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进城落户农村人口保留五年的
生育政策调节过渡期”意味着，进城
落户的原农村居民，第一胎是女孩，
五年内仍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进城落户农村居民可享受一定
计划生育政策过渡期，此前在我省
不少城市已有类似规定。2012年，聊
城颁布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就规定，落户城镇的农村人口
五年内可继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
政策。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合理确定济南、青岛落户条
件”是此次户籍改革意见中的最大
亮点，对我省来说，户籍改革难点来
自济南和青岛。“省政府关于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意见中，最大突破就是
放宽济南和青岛落户政策。”21日，
研究户籍改革的相关专家和内部人
士解读认为。

“此前，省里多个文件涉及济南、
青岛的落户政策，如积分落户制度，这
次意见中再次提及依然让人欣喜。”山
东师范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张晓青称，济南和青岛涉及城市承载
能力的考虑，不可能像其他城市完全

放开人口迁移政策，只能采取积分落
户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

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济南和青
岛相关部门此前已针对积分落户办法
进行调研。青岛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
张旭东在做客网站回答网民提问时
称，青岛在借鉴广东等地经验基础上，
设计了积分入户指标体系和分值，拟
定落户办法，目前市委、市政府已研究
通过积分落户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正抓紧制定实施细则，做好实
施准备，政策有望年内出台。

“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济南和
青岛积分落户门槛不宜过高。”张晓青
称，积分落户办法将综合考虑年龄、工
作时间、投资纳税、住房等因素。

“积分落户中，可能会有对持有居
住证年限的要求，所以希望城市的外
来人口尽快办理居住证，这对以后的
落户有帮助。”相关人士透露。

济南、青岛全面放开普通高校毕
业生（含往届毕业生）落户限制，“与
国家要求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精神是一致的。”21日，一
位公安内部人士解读称。

“高校毕业生已习惯城市的生
活，让他们更方便地落户，不仅有利
于就业，同时可以让他们扎根城市。
此外，如果毕业生生活在城市却无法
落户，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城市化率。”
长期关注户籍改革并参与省内相关
课题研究的张晓青对此解释。

积积分分落落户户
青青岛岛有有望望年年内内出出办办法法
济青积分落户或有居住证持有年限要求

进进城城落落户户农农村村人人口口
留留五五年年生生育育政政策策过过渡渡期期

我省还将创新人口管理，深化居住证
制度改革，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

深化居住证制度，最大限度拓宽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覆盖面，全面
登记、准确掌握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着力提
升流动人口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按照权责对等、梯度赋权、渐进发展的
原则，以居住证为载体，健全完善与居住年
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
制，作为申请登记居住地常住户口的重要
依据。

保障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
口同等的基本权益和公共服务，切实解决
不能或不愿在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教
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
问题，使其共建共享城市改革发展成果。

加强和完善人口基础信息登记、统计
调查等制度，准确反映人口规模、人员结
构、人口流向、地区分布等情况。分类完善
劳动就业、教育、收入、社保、房产、信用、卫
生计生、税务、婚姻、民族等信息系
统，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
合和共享。 本报记者 高扩

居住证持有人

可享同等权益

我省确定，加快以“城中村”为重点的
棚户区改造，把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
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多种方
式有效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

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
推进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
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政策，推进全民参保
登记，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
和水平，构筑有利于人口流动的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城乡一体的居民社会保险信息
系统，发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卡。加快建
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基
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完善以低保制度为核
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社会救助统
筹发展。 本报记者 高扩

发行城乡一体

社会保障卡

符合条件的

实施撤县设市

我省同时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加快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一市一
区”等规模偏小设区市行政区划调整，拓
展城市发展空间。

对符合条件的县实施撤县设市，探索
推进省直管县(市)体制改革，提升县域城
市自主发展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和“示范镇”建设，
增强人口集聚和产业承接能力。

稳步推进撤乡设镇、撤镇(乡)设街
道，加快“村改居”步伐，推进城乡规划、基
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完善社区服务管理。加快农村新型社
区建设，以特色产业和优势项目等吸引、
鼓励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向农村新型社区
特别是城镇聚合型社区转移，将符合条件
的农村社区人口纳入城镇人口统计，全面
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就业支撑、人口集聚
功能，提高城镇承载能力。

完善社区服务管理功能，及时将进城
落户农村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纳入社区
服务管理。推进纳入城镇化管理的农村新
型社区与城市社区同服务、同管理，加快
城镇化进程。 本报记者 高扩

在县
城租房也能
落户的户改
政策，吸引
济南商河三
万多农村人
口成为城镇
户口。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权威解读
政策亮点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户籍改革意见中，“市域放开”
部分除了规定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就
业，还特别说明合法稳定住所（含租
赁）不得设置面积、金额限制。“这一
项强调了租赁房屋也可以进行户口
迁移，这是一个非常低的门槛。”研

究户籍改革的一位内部人士称，此次
对迁移人口在出租房屋内居住年限
没有限制，这是一大进步。

自2012年以来，德州、日照、淄博、
烟台、滨州等多个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中
增加了租房落户的宽松条件，但对实际
租住时间有不同的要求。如，淄博要求

“租住成套住房并实际居住三年以上”，

德州、潍坊、聊城和滨州要求“合法租
住成套住房并实际居住两年以上”，烟
台和菏泽需要“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随着我省户籍改革意见的推
进，广大进城务工人员将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这可以让他们享受市民待
遇，而且还能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
平。”该人士称。

租租房房可可落落户户，，进进城城务务工工者者最最受受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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