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更好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计划》立足国情、遵循规
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部署实施了 4项重大行
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介绍了《计划》
的主要特点：

突出以人为本。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
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行动。主要措施包括：以进城农民
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兼顾城市间流动人口，
统筹推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常住地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
最关心的稳定就业、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

保险等问题，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
策，健全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权益维护政策。

聚焦两类重点地区分类施策。一类是对城
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实施潜力地区
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
镇化，构建产业梯度布局、人口就近就业、大中
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另一类是对
城镇化率较高且人口持续集聚的地区，实施现
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
发展方式，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
同发展，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
活便利共享。

着力补齐城市短板，主要针对城市发展中
最迫切最突出的安全韧性问题，实施城市更新
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主要措施包括：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
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加强城
市洪涝治理，抓好城市地下管网等“里子”工程
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郑备表示，新型城镇化可在扩大内需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从消费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
市实现稳定就业居住后，工资水平和收入增长
预期将会提高，同时将能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将会提升，消费结构和生
活品质也将升级。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提高 1
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 2000 多亿元的消费需
求。从投资看，新型城镇化能够有效带动市政
公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资以及居民住房等
领域投资。初步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提高 1个百
分点，可以拉动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

5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孟柯妤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关 注 2024年 8月 7日 星期三

“据统计，2021年至 2023年，超过 4000万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会上，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局长仇保利告诉记者，《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21—2035年）》实施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持续
深化，“中小城市落户门槛基本取消，成都、东
莞、合肥等大城市进一步放开放宽迁移限制，越
来越多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

对今后 5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计划》作出
明确部署：经过 5年的努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城市渠道进一步畅通，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制度进一步健全。

“我们将指导各地在坚持合法稳定就业或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因城施策，进一步放开放宽迁移政策，
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更好促进农

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仇保利作了具体介绍：
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市，就业或居

住年限原则上为半年，同时不得附加购买房屋、
投资纳税等额外限制条件；

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至 500万的城市，目前
有的就业或居住年限要求还比较高，要进一步
降低年限门槛；

城区常住人口 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要
进一步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有条件的城市
要探索取消积分落户年度名额限制。

会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还介绍了下一步
工作的重点。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陵表示，中央
财政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支持以人为本的城镇
化发展，目前已形成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支持提高城镇承载人口能力、支持通过新型工
业化来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等方面政策体系，

“我们将进一步加力提效，更好推动实现新型城
镇化战略。”

“我国有近 3 亿农民工，促进农民工就业关
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司长尚建华说，将按
照《计划》要求，着力做好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
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
工作。

自然资源部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表示，下
一步，将健全城市规划体系，深化土地制度改
革，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更好支撑《计
划》实施。

《计划》就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作出进一步细
化安排。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住房改
革与发展司司长王胜军表示，要尊重科学规律、
坚持系统观念、依靠制度创新、强化科技赋能，
努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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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对未来
五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和组织实施等作出部署。8月2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计划》有关情况。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
差异比较大。为推动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
的地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计划》提
出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

“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是农业转移人
口的主要来源地，目前尚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大
多产业发展还不充分，县城承载能力较弱。通
过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和县城建设，以新型工业
化发展带动城镇化水平提升还有很大潜力。”郑
备告诉记者，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
动将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引导潜力地区
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完善与发达地区产业对接协调合作机

制，推动有市场、有效益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潜力地区转移。二是促进产业园区
提级扩能。推动同质低效产业园区整合升级，集
中资源建设高水平专业化产业园区，提升园区设施
和服务标准化水平。三是强化产业发展人才支
撑。加强职业院校、实训基地等建设，加快提升农
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水平。四是增强城镇综合承
载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加快补齐县城产业发展、市政公用、公共服务等短

板，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到县城就业安家需要。
《计划》提出，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

的现代化都市圈。“这是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
发展方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的重要抓手。”郑备说，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
行动的重点是做好三方面工作：推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推动产业功
能协同协作，培育梯次配套的产业圈；推动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打造便利共享的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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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