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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 月 30 日，国务院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的意见”，我国将取消农业户
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同时
还将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
新的户籍政策将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影响？哪些群体是
受益者？为此，星报记者昨日
分别对公安、教育、卫生、医疗、
社保、国土等多个相关部门进
行深入采访，并全面分析，为您
解读户籍政策。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一

登记为居民户口，群众最关心的是在政策影响下

能享受何种权益。”昨日，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

队长陈梅告诉记者。

据陈梅介绍：“新的户籍制度实施之后，我省

大多数地市的户口迁移压力并不大。因为我省

的户口迁移政策从2001年以来，一直放得比较

开，门槛比较低，相对而言，压力较大的只有合肥

市。但即使是合肥市，目前的市区人口也没有达

到500万。从整体情况来看，我省大多农村居民

的迁移愿望并不太强烈，实行新的户籍制度之

后，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大量农村居民向城市

迁移的现象。”

为什么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愿望不强烈

呢？据介绍，这也与既得利益有关。目前，我省

的土地确权工作并没有完成，很多农民担心迁移

到城市之后，将会失去农村的土地，一旦在城市

里无法生存，将失去最后的保障。

根据户籍新政，“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

城落户的条件。”这就使得农村居民将成为最大

的受益者，土地确权后，迁移到城市落户，在享受

城镇居民权益的同时保留农村土地权益。而城

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对农村居民还是有很大

吸引力，在土地确权完成后，可能会有部分农村

居民选择迁移。

户籍新政同时明确指出，“进城落户农民是

否有偿退出‘三权’，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一旦试

点完成，进行推广，迁移到城市里的原农村居民

可能就会“有偿退出‘三权’”。所以说，“三权”的

保留是现阶段从政策层面为农村居民向城市迁

移所提供的保障。

陈梅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展调

研，根据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承载能力，出台具

体贯彻落实意见。”

我省多数地市户口迁移压力不大
农民进城落户保留“三权”，体现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

记者从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了解到，

我省2012年底就已经建立居住证制度，

并出台“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办

法”，截至昨日，已经发放“安徽省居住

证”184096张。目前，全省16个地市中，

合肥之外的15个省辖市已全部实行居

住证制度。

据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陈梅

介绍，继出台“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

办法”之后，2013年3月，我省又出台“关

于推进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的意

见”，从十个方面对相关保障工作做出详

细表述。所以说，我省的居住证实施工

作，在全国也是走在前列的。我省的居

住证还实现了“省内一证通”，比如你在

铜陵办了居住证，到了合肥之后，无需重

新办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刷卡”更新

住址。此外，我省居住证的首次申领以

及补换证全部免费。

与此次出台的户籍新政相对应，国

家下一步将会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

届时，我省将根据该办法对现行的相关

规章进行修改，之后继续实行。

省公安厅：

我省已发放
居住证18万余张

新的户籍政策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

农业户口的区别，城市将迎来新的居民，

这对于城市教育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昨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省教育厅相关处

室负责人分析认为：影响不大！

据该负责人介绍，对于流动人员子女

就学，我省早就做到了“三个一样”，即“一

样就读、一样升学、一样免费”。所谓的农

民工子弟学校早就不存在了，农村居民在

城市工作，其子女的教育情况与城市居民

一样，所以，新户籍政策的实施，对教育的

影响并不大。下一步，将对这方面的相关

工作做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省教育厅：

农业人口转移
对城市教育影响不大

合肥市经贸旅游学校
2014年秋季招生 公办国家级重点学校

报
名
地
点

原市金融学校（槽郢路8号）
原市职教中心（三里街)

校本部（学林路与大众路交口）

0551-63654571
0551-64213651

0551-64294209
0551-64389018
0551-64389062

新的户籍政策要求，加快推进农村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农民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现阶

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

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

落户的条件。

记者从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获悉，日

前，《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

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提出

探索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在集体土地

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每户

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所占有的土地使

用权份额，量化个体权利，这意味着安徽

将全面启动土地确权。

据介绍，“《方案》进一步对工作内容

和日期进行了明确，例如，2014年要在

20个综合改革试点县启动城乡统一的土

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建设；2015年，20个

试点县完成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2017年，全省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城乡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此外，该负责人透露，《方案》还明确提

出，将探索农村宅基地退出，如有主动退出

农村宅基地的，最高可获6万元/亩的补偿。

省国土资源厅：

我省土地确权工作已全面启动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里明确提出，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人社部门相关负责

人认为，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按

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

年限作为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一个条

件，有利于农民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省人社厅农保处处长彭家海表示，

2012年，我省已经实现了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全覆盖。2012～2014年，此项

工作连续三年被列入省政府民生工程。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

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313.14万，其中，当年缴费人数1744.65

万，846.66万人领取待遇。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建立，

下一步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彭家海介绍，

“从今年7月1日起，由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和财政部印发的‘城乡养老保险制

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始实行，我省未再出

台细则，就严格按照部委政策执行。也

就是说，针对农民工普遍关心的参加城

镇职工保险问题，按暂行办法与之前已

经发出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办法已经相衔接。”

农民工在外打工，如果在企业就业，

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城

镇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可以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本人自愿也可以参加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对于已经参加了农村居民

养老保险，进城后不论参加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还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可以

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省人社厅：

城乡居民将有统一养老保险

目前安徽省已开始实行“单独两孩”政策，农村

则普遍实行“一孩半”。城乡户口统一，又将执行怎

样的生育政策呢？记者昨日采访了安徽省卫生计生

委相关负责人。

“养儿防老”是在农村仍普遍存在的传统观念。

当前各地农村普遍实行“农村一孩半”：夫妻双方或

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

二胎。而在今年1月23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安徽省

“单独两孩”政策正式施行，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是独

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申请再生育。

“现在国家只是出台了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在城乡居民计划生育政策方面，还没有出台具

体的指导性意见。”安徽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政策调整需要一段时间，我省城乡的计划生

育政策未来将如何制定，“还得再等等才知道”。

省卫计委：

我省计生新政策还得再等等

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出台《居住证管理

办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该办

法在制订过程中，由国务院法制办和公安

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正组织广泛听取各

地各部门的意见，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

国务院审批。按照中央的要求，《居住证管

理办法》今年将要出台。

记者从省政府法制办了解到，该办法草

案在今年5月份向我省征求过意见。由于包

含居住证制度的《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

办法》已经在我省实施一年有余，因此，在总

结立法经验和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省政府法

制办在今年6月初，就草案内容提出了十条

修改意见。其中，我省建议：把申领居住证

的时间期限定为“公民离开户口所在地到其

他市、县拟居住1个月以上”；未满16周岁的

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可

以由其亲属代为申领居住证；注明“办理签

注手续时，不得收取费用”。

此外，我省还建议在办法中增加流动

人口主动申报居住登记义务的内容，并明

确流动人口居住登记信息的社会采集责任

和共享义务；明确港澳台居民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现役军人流动时是否办理居住证；

明确学校、医院、用人单位、出租房主等的

流动人口居住登记义务，

以及不履行义务的

处罚等。

省政府法制办：

为户籍制度改革
提了十条修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