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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后后不不再再搞搞购购房房落落户户积积分分落落户户
济南将大幅降低落户门槛，社保年限要求拟不超三年

技术工人、职校毕业生落户不受限
目前落户济南主要途径有

购房落户、人才引进、投资纳税
和投靠亲属，大多数人都是购房
或投靠亲属落户。近几年青岛出
台积分落户政策后，济南也在探
索，不过一直未出方案。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明确除超大、特大城市，
其他城市不得采取要求购买房
屋、投资纳税、积分制等方式设置

落户限制。只是大城市的济南，对
这一中央要求进行了明确。

落户的先后顺序上，济南将
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
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
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
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
问题。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
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
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完善投
靠落户政策。

此外，中心城区和周边城区
的落户政策会有所差别。中心城
增加落户规模要适度，合理规定
落户所需的合法稳定住所、合法
稳定职业的范围和条件，对参加
城镇社保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
三年。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则要
全部放开，比如章丘、济阳、平
阴、商河县城和各建制镇，只要
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就可
以全家落户。

97万农业人口市民化，成本过千亿
《规划》公示稿提到，济南的

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97万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中，外来
务工人员及家属（含大学毕业
生）进城落户82万，农村地区就
地转移就业人口15万。

这么多农村转移人口要实
现市民化，要花多少钱？《规划》

公示稿算了一笔账。济南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人均公共成本平均
值约为12万元，其中转移至生活
水平较高的中心城的公共成本人
均约为13万元；转移至小城镇的
公共成本人均在8万元左右。也
就是说，4年内为了让97万人真正
市民化，要花1164亿元。

这么多钱也不会让哪一方单
独承担。《规划》公示稿提出，要建
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
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
担机制。具体来说，教育、养老、医
疗、住房保障、市政设施等公共服
务成本由政府承担，社保、培训等
则要企业和个人承担。

支持企业集中的园区建公租房
4年内增加近百万人口，肯定

是一个挑战。对济南来说，不仅要
让“新济南人”留下，还得让他们
住得好、就业好、生活有保障。

《规划》公示稿明确，要在就
业培训和创业扶持方面给予农业
转移人口帮助，并清理各类就业
歧视政策，消除城乡劳动者的身
份差异，实现同工同酬。

基本养老服务上，4年内要
实现覆盖率95%以上，进城落户
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的社会保

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
也要实现无缝衔接。

住房方面，城镇居民有的住
房保障政策，已经进城落户的农
业转移人口也同样享有。原则上
各级政府不再新建公租房，改为
在税费上支持企业较为集中、农
业转移人口较为聚集的园区建
设公租房。

子女教育是进城务工人员
的最大担忧。《规划》公示稿提出
到2020年，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

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
要达到95%以上，还拟将随迁子
女全部纳入全市教育发展规划
和财政保障范围，确保农业转移
人口随迁子女按照相对就近原
则在城镇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
受义务教育。逐步完善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
等职业教育和符合条件的3-5岁
在园儿童享受学前教育资助的
政策，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
升学考试的实施办法。

没有直系亲
属可投靠，买房
就 得 过 9 0 平 方
米，如今，不少外
地人仍在为一个
济 南 户 口 奔 波
着。不过，这一现
状将有所改变。
11日，《济南市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5-2020年）》
（公示稿）通过济
南市政府网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规划》公示
稿提到，到2020
年，城镇常住人
口要达到570万
左右，也就是要
跨过500万的人
口门槛，进入特
大城市行列。

为此，济南
的落户条件将进
一步放宽，不再
采取购房、投资
纳税、积分制等
方式设置落户限
制。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济南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成本几何

12万元

人均公共成本平均值

转移至生活水平
较高的中心城

13万元

转移到小城镇

8万元

成本分担：

政府
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
性住房、市政设施等

企业
技能培训，缴纳职工养老、
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
社保费用

个人 依法缴纳养老、医疗、失业
等社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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