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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面调整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我省主
要统一了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的落户
条件，进一步拓宽了学历人员、在校大学生和技
术技能人才的落户通道。具体内容主要涵盖 5
项户籍迁移政策。

一是针对合法稳定就业放宽落户政策。规
定了申请人只需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
明有合法稳定就业材料之一，本人及其共同居
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即可在就业地
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二是针对合法稳定住所放宽落户政策。规
定了申请人只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
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经房地
产管理部门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或经房地产管
理部门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之一，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即可在居
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三是针对学历人员放宽落户政策。规定了
普通高等院校、中等专业院校（含技校）毕业生、
留学归国人员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力的人员
只需提供学历证书，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
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即可在我省申请登记常
住户口。

四是针对在校大学生放宽落户政策。规定
了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中等专业院校（含技校）
在校学生只需提供教育部学信网在册人员证明
材料，本人即可在我省任一城市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

五是针对技术技能人才放宽落户政策。规
定了具有中级（含相应职业资格）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师（含相应职业资
格）及以上等级的技能人才只需提供相应资格
证书，本人即可在我省任一城市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

此次 8个省份改革方案明
确：自 2021年起，普通高考考
生文化课总成绩将由“3+1+2”
组成。“3”为全国统考科目语
文、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考；

“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的物理、历史科
目中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
目，考生在化学、生物、思想政
治、地理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选考科目从改革前的 2
种组合，到试点省份的 20 种
组合，再到现在的 12种组合，
最大的变化在于打破了传统
意义上的文理分科。”广东省
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
林说，长期教育实践表明，中
学过早分科会导致学生思维
方 式 不 完 善 和 知 识 结 构 单

一。打破文理分科，有助于把
文科的形象思维和理科的逻
辑思维较好结合，培养具有创
新思维的人才。

一些中学教师表示，最新
的“3+1+2”模式将选考科目组
合从 20种减少至 12种，降低
了中学选课走班教学难度，有
利于教育资源不够发达的地
区更好推进高考综合改革。

我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调整放宽5项户口迁移政策

记者：《关于全面调整放宽户口迁移政策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主要特点体现在
哪些方面？

新闻发言人：《通知》按照“能放则放、应
放尽放”的要求，在之前我省户口迁移政策的
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放宽，重点推进各
类人才和在城镇已就业或居住的农业转移人
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市，进一步“降低门
槛”和“拓宽渠道”。

一是取消了参加城镇社会保险满一年和
办理居住证的限制。全省城镇范围内具备合
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就业条件
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
女、父母均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二是拓宽了人才落户渠道。普通高等院

校、中等专业院校(含技校)毕业生、留学归国
人员或具备国民教育同等学力的人员，本人
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
均可在我省任一城市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三是新增了在校大学生和技术技能人才
落户我省的情形。教育部学信网在册的全国
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具有中级（含相应职
业资格）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
员和技师（含相应职业资格）及以上等级的技
能人才，均可在我省任一城市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

记者：我省今后可以实行“零门槛”落户
吗？

新闻发言人：目前，《通知》已经最大限度
地调整放宽了我省的落户限制，各类农业转

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均可对照不同的条件
办理进城落户。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政
策出台后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
户城市情况，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
人口流动形势，开展广泛深入的总结评估工
作，为党委政府决策研究提供参考。

记者：对符合落户条件的当事人，如果有
相关意愿，可以在哪里办理业务？

新闻发言人：对《通知》规定的五类落户
情形，群众只需持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
和相关证明材料即可在受理地派出所当场办
理落户。当事人可选择将户口登记在本人所
有的合法稳定住所、单位集体户或派出所社
区（人才）集体户。 （辛戈 任泽山）

据《山西晚报》

已有14个省市开启高考改革

未来高考将有哪些新趋势？
日前，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份公布高考综合

改革方案。加上 2014 年上海、浙江率先进行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以及
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4个试点省市启动改革，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4
个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这些改革透露未来高考哪些新趋势？

人在山西生活工作，户口却在老家
……对于这种“外来者”，由于受到此前相
关户籍政策的限制，他们在住房、医疗、子
女教育等方面确实很难享受到和本地户
籍人口一样的待遇。

5月 6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透露，4月 29日，山西省人
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调
整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决定从下
发之日起，进一步推进山西省户籍制度改
革，全面调整放宽5项户口迁移政策。

2014年到2018年我省城镇
人口累计增加250.78万人

答记者问答记者问

群众只需持证明材料即可在即可在
受理地派出所当场办理落户受理地派出所当场办理落户

2月 2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正式公布了《关
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在这
份文件中，出现了“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

（即城区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城市）外的城市落
户限制”的字样。对此，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户籍制度改革，明确提出今年要“继续加
快城镇化步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一个
百分点”的发展目标。

据了解，2015 年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山西
全省城镇人口由 2014年的 1192.72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1443.5 万人，累计增加 250.78 万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33.86%增长到 40.85%，累
计增长 6.99个百分点。

“城镇人口的增加，对促进生产要素的优
化聚集，促进我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省政府新闻发言人介绍，此次全面调
整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总的原则和要求是“能
放则放、应放尽放”。主要目标是促进农业转
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市民化，重点推进各类
人才和在城镇已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租赁房
屋人口在城市落户，破除户籍迁移壁垒，健全
配套政策体系，进一步提高全省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确保“十三五”期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
高到 4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差距比 2013 年缩小 2 个百分点以上、到
2020年实现 36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
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的实现。

进一步拓宽在校大学生和
技术技能人才的落户通道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9年高校
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规范自主招生
的“十严格”要求，其中明确要求，高校要在
上一年录取人数基础上适度压缩招生名
额，严格报名资格条件，不得简单以论文、
专利、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活动）等作为
报考条件和初审通过依据等，提高人才选
拔质量。

面对教育部的“自主招生史上最严规
定”，不少高校陆续取消没有明确标准、主
观性较强的条件，自主招生更趋严格。

今年 3 月以来，各高校陆续公布 2019
年自主招生简章。与去年相比，不少高校
招生规模明显缩小，部分学校压缩文史、经
管类学科招生指标；报名门槛进一步提高，
分数优惠减少，并增加体质测试。

这是继 2018年全面取消奥赛、体育特
长生等 5 项全国性高考加分以来，各地进
一步收紧自主招生政策，强调社会公平。

记者在中山大学官网看到，2019年自
主招生计划 175 名，与去年相比减少 210
名；报名条件仅限于高中阶段在全国中学
生五项学科竞赛省级赛区（联赛）中获得一
等奖及以上，取消了去年的“在科技发明、
文学创作、研究实践、才能禀赋等方面具有
突出表现并取得标志性成果”；删除了“高
考成绩可降至其所在省份一本控制线（最
低录取控制参考线）”的招生规定。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大幅缩减名额、提
高门槛，可以让目前过热的自主招生回归
选拔特殊人才的初衷，同时契合社会对教
育公平的诉求。 据新华社

教育部日前公布 2018年
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共增设专业点
2072 个 ，其 中 备 案 专 业 点
1831 个、审批专业点 241 个,
撤销专业点 416个。

据了解，新增备案本科专
业最多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机器人工程、智能科学与
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新增审
批本科专业最多的是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安全等。被撤销最
多的专业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教
育技术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产品
设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高
校的专业建设主要遵循需要
导向、标准导向和特色导向。
此前，教育部曾在专业设置评
议中征询 900余位专家意见，
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作为评判

申报专业是否达标的重要依
据，总体布点较多、就业率较
低的专业受到了严格控制。

此次审批面向新科技革
命和产业升级，支持高校设置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设备、
节能环保等相关专业。范韶
彬说，高校专业设置在保证基
础专业的前提下，要匹配社会
发展需求，为当下输出人才，
为未来储备人才。

14个高考改革省份都提
出在招生中坚持“两依据一
参考”：以高考统考和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参
考综合素质评价。

同时，随着高考改革的
推进，高校的录取模式也从
按批次录取、合并批次录取
到取消一本、二本等批次录
取。教育专家认为，这种录

取方式让学生在志愿填报时
可以优先考虑专业，避免了
过去“上了好学校却选不了
喜欢的专业”的困扰。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
长范韶彬说，按学科专业组
录取，意味着不再把学校按
一本、二本分出“三六九等”，
有利于高校办出特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

就业处处长徐松认为，分类
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已
经 成 为 人 才 选 拔 的 主 流 趋
势。钟秉林说，改革方向明
确，在具体执行中关键要做
到 综 合 素 质 评 价 可 信 、可
用。对于主观性相对较强的
思想品德、身心健康、艺术素
养等，如何建立科学、客观、
公平的评价体系是关键。

大 方 向大 方 向：打破文理分科

录 取 方 式录 取 方 式：“两依据一参考”取消一本、二本批次录取

专 业 设 置专 业 设 置：增设人工智能等专业

撤销服装与服饰设计等专业

自 主 招 生自 主 招 生：

规模缩小 门槛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