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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继续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

酉阳府发〔2012〕36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巩固户籍制度改革成果，确保改革政策的延续性，

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助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通

知》（渝府发〔2012〕10 号）和“1.19”全市农民工户籍制度

改革第一阶段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

继续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的关键环节，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农民

工户籍制度改革长效机制，推动农民工转户进城，可以提高农村

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促进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向主城、县

城转移，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将相应增加，推动缩小区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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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进城落户，同等享受城镇居民待遇，自愿退出闲置废弃宅

基地，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从源头上推动缩小贫富差距。

（二）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推动农

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转入常态化，有利于加快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步伐，打破横亘在城乡之间阻碍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户籍

藩篱，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劳动就业、要

素市场“一体化”，为统筹城乡改革探新路、作示范。

（三）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

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转入常态化，有利于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

忧，不断提高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有效扩大内

需，增加城市长周期持续发展拉动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大量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将给城市带来人口红利，有利于

稳定企业用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四）有利于维护农民工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农

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将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同等享受城市居民

就业、社保、医疗、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使他们在城市更加

体面地劳动，更有尊严地生活，既保障转户居民合法权益，更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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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建立完善土地、社保、

就业、教育、住房常态化机制，固化保留农村“三件衣服”待遇

和享受城市“五件衣服”待遇的农民工户籍改革政策，逐步建立

农民工户籍改革制度性转移通道，形成科学有序的转户常态化机

制，促进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在逐步建立起合

理流动、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户籍制度体系。

（二）推动形成合理的城市人口布局。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及其新生代为主体，引导转户居民向主城区、县城、园区和集镇

集聚，实现转户人口 10%到主城、30%到县城、60%到集镇和园区

的科学分布。

三、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尊重自愿。在转户、退地等各个环节充分

尊重群众意愿，依法办理，防止损害农民利益，防止农民流离失

所，防止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

（二）综合配套，统筹协调。坚持总体设计，强调政策配套，

丰富改革手段，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配套政策，并实现各项配

套政策的有效衔接。

（三）稳定政策，科学延续。坚持实事求是，有效固化改革

实践中的合理规定，并及时修正影响改革推进的政策措施，确保

改革政策的总体稳定和延续。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4 -

（四）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充分兼顾政府承受力、群众接

受度和城镇资源承载力，科学规划改革进度，依法分解、合理分

担改革成本，使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

（五）强化执行，重在落实。着力推动政策落地，鼓励各乡

镇各部门在政策、法律框架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农民

工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进一步明确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政策

（一）建立农村居民转户常态机制。

1．本市户籍农村居民，在主城区务工、经商满 5 年，在县

城务工、经商满 3 年的，在园区或集镇务工、经商 1 年的，可

以在务工、经商地申请登记为城镇居民。符合上述条件且具有合

法稳定住所的，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一并申请

登记为城镇居民。

2．本市户籍农村居民，先后在市外和本市主城区或其他区

县（自治县）城区务工、经商的，其市内外务工、经商年限总计

达到第 1 项规定年限的，可申请登记为城镇居民。

3．未成年人投靠父母、夫妻相互投靠、年老人员投靠成年

子女，投靠人为农村居民，被投靠人为城镇居民的，投靠人可在

被投靠人户籍地申请登记为城镇居民。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5 -

4．本市户籍农村学生，在本市高等学校或中等职业学校就

读的，可自愿迁入学校集体户口或就地申请登记为城镇居民。

5．本市户籍农村成年居民，投靠无子女同住的年老父母，

被投靠人为城镇居民的，投靠人可在被投靠人户籍地申请登记为

城镇居民。

6．服兵役前具有本市户籍的现役军人及其农村配偶、未成

年子女、父母，在现役军人原户籍地具有城镇合法稳定住所的，

可在住所地申请登记为城镇居民。

7．获得本市各级政府颁发证书的优秀农民工，有合法固定

住所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申请登记

为城镇居民。

（二）妥善保障转户居民农村合法权益。

1．建立转户居民农村待遇保留常态机制。

（1）维护农村财产自由处置权。农村居民转户后，在承包

期内允许保留林权；可自愿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并保留其以后

整户退出时获得相应退地补偿的权利或土地征收时按规定获得

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权利。

（2）落实有关惠农政策。农村居民转户后继续从事农业生

产、退耕还林、公益林管护行为的，按规定保留种粮直补、农资

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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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沼气项目政策待遇、退耕还林补助、公益林管护补助等各项惠

农政策。

（3）保障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农村居民转户后未退出农

村承包地的，继续保留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转

户后自愿退出承包土地的，在本轮土地承包期剩余年限内保留转

户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量资产收益分配权。

（4）保留农村身份附加权益。农村居民转户后，严格按照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户籍制度改革中转户

居民合法权益维护工作的通知》（渝办〔2011〕180 号）有关

规定，维护好转户居民与身份有关的农村待遇。

（5）保障转户学生权益。农村少数民族学生转户后，继续

享受高考当年对民族考生录取照顾政策；三峡库区搬迁移民学

生，继续享受高考当年对库区搬迁移民考生的录取照顾政策；农

村独生女转户后，5 年内仍为独生女，可享受高考当年农村独生

女录取照顾政策；符合规定的学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继续享受

放宽学历条件和放宽合格分数线政策；农村籍贫困大中专学生转

户后，继续享受现有贫困学生资助政策。

（6）落实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养老保险政策。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失地农村移民转户后，按照渝府发

〔2008〕26 号、渝办发〔2010〕202 号、渝人社发〔201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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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建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后，不再享受农村移民

后期扶持政策。

2．建立宅基地处置与利用常态机制。

（1）自愿选择宅基地处置方式。转户与退地不挂钩，转户

居民可自愿选择保留、按规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退出

等三种方式处置其农村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

（2）足额计算宅基地退出面积。转户居民退出的宅基地及

附属设施用地，包括房地产权证记载的面积，以及属于建设用地

的院坝、牲畜圈舍、林盘等附属设施用地的面积。

（3）严格执行价款规定。转户居民退出宅基地及附属设施

用地能复垦产生地票的，按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面积预付价

款，待复垦验收合格且交易后以实测面积结算价款；退出宅基地

及附属设施用地暂不能复垦的，按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面

积、以每亩 9.6 万元标准一次性结清价款。

（4）确保退出宅基地及时复垦利用。退出的农村宅基地、

附属设施用地复垦后，原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改变。县土地整治中

心负责组织实施复垦，并及时提请地票交易，确保价款拨付到位，

确保复垦土地有效利用。

（5）强化宅基地退出的工作机制。转户居民提出退地申请

后，乡镇人民政府指定机构应及时受理，并组织进行清理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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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造册等工作。县土地整治中心应高效服务，在规定的工作时

限内做好审核与审批工作，确保退地价款及时、足额兑付到位。

3．建立承包地利用与管理常态机制。

（1）依法自愿处置农村承包地。转户居民承包土地退出与

否不与转户及享受城镇居民待遇挂钩，农村居民转户后，继续保

留承包土地，继续拥有承包经营权、使用权、流转权、收益权以

及承包土地被依法征收时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

（2）坚持承包地的有效利用。转户居民的农村承包土地，

其性质和用途不改变，必须依法有效利用，可自耕自种、代耕代

种，或向龙头企业、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以及其他经营主体流

转，不得闲置、撂荒。

（三）切实保障转户居民城市待遇落实到位。

1．建立户改社会保障常态机制。

（1）转户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险权益。加大

监察执法力度，确保农民工转户后与城镇职工同等参加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五大社会保险，与

城镇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险待遇。

（2）落实退地农转城人员养老保险政策。继续执行渝人社

发〔2010〕182 号文件规定，整户转户并退出宅基地的转户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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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规定参加退地农转城人员养老保险，享受相应养老保险待

遇。

（3）落实医疗保险优惠政策。转户居民以个人身份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转户一年内参保的，不设一年的待遇等

待期，参保次月即可按规定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4）保障集中供养农村五保对象转户待遇。做好集中供养

农村五保对象转户前后的待遇衔接，确保集中供养农村五保对象

转户后享受当地城市“三无”人员供养待遇。

（5）落实新增农村籍退役士兵转户待遇。多渠道落实转户

退役士兵政策性安排就业，对自主就业的，保证其一次性经济补

助金的及时兑现；在退出现役两年内，可自愿免费参加市、县民

政部门组织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6）落实农转城生活困难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转户

的农村低保对象，应在转户后 3 个月内，按照城市低保申请审批

程序，将其中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城市低保予以保障。在其审核

审批期间，继续享受农村低保补助，确保平稳过渡。农转城困难

在校大学生在生源地申请城市低保，纳入生源地统一管理，符合

条件的按学校所在地城市低保标准给予差额救助。

2．建立户改就业保障常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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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转户居民在城镇稳定就业。将转户居民纳入城镇

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并将就业困难人员作为重点援助对

象，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开发公益性岗位予以托底安置。

（2）鼓励支持转户居民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提供小额担

保贷款、创业培训、政策咨询、项目推荐、开业指导、跟踪服务

等创业扶持，对符合条件的转户居民创办微型企业给予政策扶

持，鼓励转户居民中的大中专毕业生、农民工和其他人员自主创

业。

3．建立户改住房保障常态机制。

（1）促进转户居民“住有所居”。进一步加大公租房等保

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将符合条件的转户居民纳入公租房等住房保

障范围。

（2）农村居民自转户之日起 3 年内购买建筑面积 90 平方

米及以下普通商品住房，且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继续执行转户

居民购房契税减免政策。

4．建立户改教育保障常态机制。

（1）落实平等教育权。完善全市各级各类学生就读政策和

资助体系。转户居民子女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待遇，由县教

委纳入划片就近入学安排，享受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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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教育资源配置。根据转户居民的地域分布和年龄

结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一批幼儿园和中小学。

5.建立户改卫生保障常态机制。

（1）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区县级医院、乡镇

卫生院、村级卫生服务医疗机构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根据转户居民的分布和城市功能区布局规划，科

学合理布局一批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机构。

（2）落实平等医疗保健权。切实保障转户居民及其子女在

市内居住地享有国家规定的计划免疫、防疫保健等公共卫生服

务。

6．建立户改计划生育工作常态机制。农村居民转户并享受

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后，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当年起，给予 5

年的政策过渡期。在政策过渡期内，对转户居民继续执行原户籍

地农村生育政策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五、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全县农民工户籍制度

改革常态化推进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县户改办

继续负责对全县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日常工作的统筹协调，

县级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要落实专人专职从事户改工作。县公安

局、国土房管局、农委等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职责，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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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民工转户、宅基地处置与利用、承包地利用与管理、转户

居民农村合法权益保留、转户居民城市待遇落实等常态化机制，

形成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机制常态化、系统化和合理化。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度。继续多形式、多渠

道广泛宣传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形成全社会支持改革、理

解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同时，各乡镇、各部门要做好农

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情况的信息收集、社会舆情掌控工作，有

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全县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平稳有序

推进。

（三）坚持“三为主”，完善转户结构。在充分尊重农村居

民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以农民工为主、以园区为主、以主城

区和区县城为主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三为主”方针，积极动

员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农民工新生代向重庆主城、县城、园区和

集镇有序转移 21090 人以上，确保转户结构科学合理，全面提高

转户质量。

（四）严格执行政策，确保落实到位。严格执行市政府及有

关部门出台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政策，切实开展“回头看”

工作，对前一阶段转户居民政策待遇落实情况进行认真梳理，进

一步细化政策落实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及时将各项政策待遇落

实到人，确保每一个转户居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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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督促检查，完善考核机制。县户改办、县督查巡

察办继续对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常态化工作推进情况进行指导、

督查和调研，促进各项工作高效运转；完善农民工户籍改革考核

评估机制，将各乡镇、各部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落实情况

和转户调研指导计划纳入县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进行考核，确保全

县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附件：2012 年各乡镇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转户调研指导计

划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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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年各乡镇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转户调研指导计划

类别 乡镇
2011 年末

总人口（人）

2011 年末

农业人口（人）

2012 年转户

调研指导计

划

备

注

一类乡

镇

桃花源镇 94165 29451 1003

龙潭镇 79942 61317 2088

麻旺镇 55654 41454 1411

龚滩镇 23293 15988 544

酉酬镇 29558 22596 769

黑水镇 22696 18254 622

丁市镇 28307 22247 757

李溪镇 34616 26050 887

苍岭镇 17306 14227 484

大溪镇 20180 16636 566

板溪镇 14028 11975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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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乡镇
2011 年末

总人口（人）

2011 年末

农业人口（人）

2012 年转户

调研指导计

划

备

注

二类乡

镇

兴隆镇 19093 15404 524

小河镇 17662 12058 411

后溪镇 19631 16118 549

泔溪镇 21648 18693 636

涂市乡 23067 19649 669

铜鼓乡 30604 23487 800

后坪乡 15764 13407 456

两罾乡 12239 10137 345

天馆乡 12309 10542 359

宜居乡 20762 15559 530

双泉乡 12797 10779 367

毛坝乡 12980 10356 353

官清乡 13692 10831 369

南腰界乡 20972 16822 573

万木乡 22995 19695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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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乡镇
2011 年末

总人口（人）

2011 年末

农业人口（人）

2012 年转户

调研指导计

划

备

注

板桥乡 11347 8695 296

三类乡

镇

腴地乡 12220 9894 337

车田乡 8276 6902 235

偏柏乡 18118 15662 533

五福乡 13757 12060 411

可大乡 17458 14945 509

木叶乡 10050 8827 301

花田乡 10763 6109 208

庙溪乡 15238 12171 414

浪坪乡 10314 8894 303

清泉乡 9242 7816 266

楠木乡 6675 3694 126

合计 839418 619401 21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