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民带着孩
子在兴隆湖畔体验世
运会飞盘项目。图据
成都世运会组委会

亮点一

加快农业转移市民化
“8+1”县（市）
取消积分入户

根据《成都市居住证积分
管理办法》，此次积分入户政策
最大的变化就是“8+1”县（市）
取消了积分入户。“8+1”县
（市）具体包括：简阳市、都江堰
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
堂县、大邑县、蒲江县和成都东
部新区。

在“8+1”县（市）合法稳定
就业和居住的人员可申请将户
口迁入上述县（市）城镇地区。
根据《成都市户籍迁入登记管理
办法》，新政实施后，在“8+1”县
（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具有
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
即可落户。具体来讲：需在成都
市域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保满6
个月，并持有“8+1”县（市）有效
期内居住证。而这部分居民从
落户之日起计算，户籍登记和
在成都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保
满3年，符合成都市市内户口
迁移条件的即可申请将户口
迁移到中心城区和城市新区

“12+2区域”。
“8+1”县（市）之外的其他

区域仍将继续执行积分入户政
策，具体包括：锦江区、成华区、
武侯区、青羊区、金牛区、龙泉
驿区、双流区、郫都区、新都区、
青白江区、温江区、新津区 12
个中心城区，及成都高新区和
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2个城市
新区（下称“12+2区域”）。

在中心城区和城市新区积
分入户的积分指标包括：稳定
就业指标、稳定居住指标、技术
技能指标、个人贡献指标、年龄
指标等5项加分项；个人不良
信用记录指标、个人违法犯罪
指标等2项减分项。总积分为
两者之和。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成都市
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暨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上提出，不就城论城、
不就农言农，而是突出“抓好两
端、畅通中间”，推动现代都市
与大美乡村双向奔赴、相互成
就、共同繁荣。从现实情况来
看，户籍政策调整也势在必行。

成都具有“大城市带大农
村”的典型特征，农村地区面积
占比达91%，近年来，成都在深
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和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上取
得了初步成效，新型工农关系、
城乡关系正在加快构建。但目
前成都还存在城乡一体规划不
完善、功能布局不均衡、产业发
展不充分、要素流动不顺畅等
问题，一定程度制约了超大城
市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副所长虞洪研究员认
为，要素的融合是成都走好城
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关
键。紧紧扭住“人、地、钱”三个
关节点，破除以土地为主的农

村资源大量闲置和低水平利用
制度瓶颈、营造城市人下乡和
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良好制
度环境、健全社会资本入乡和
金融支农的引导制度，构建起
城乡要素合理流动、高效共融
的体制机制，建立起公平的要
素价格形成机制和收益分配机
制，将实现城乡要素由低效利
用、相互争利向高效配置、融合
增效转变。

亮点二

人才落户放宽至大专学历
积分入户社保缴纳条件

由连缴5年降至3年

按照《成都市户籍迁入登记
管理办法》，除国家规定条件的
入户情形外，新政实施后，最值
得关注的是，“35周岁以下的全

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学历毕业生”
可申请入户，这意味着学历入户
条件进一步放宽。同时，取消了
普通高校研究生学历毕业生的
年龄限制（含境外取得同等学历
的人员）。

但需要注意的是，全日制普
通高校专科学历毕业生在落户
中心城区和城市新区时，需要在
落户地正常缴纳社保。中心城
区和城市新区即：四川天府新区
直管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
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
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
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津区
（“12+2区域”）。

根据《成都市居住证积分
管理办法》，积分入户的申请
条件中还有一项明显变化：即
在成都“连续缴纳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时间由现行的 5

年变为了“3 年及以上”。这
一变化也将更加利于来蓉落
户人员。

此外，区（市）县见义勇为模
范表彰也可以纳入积分入户加
分项。《成都市居住证积分管理
办法》中，在积分入户的五项加
分项中，“个人贡献指标”是其中
之一，这次新政首次将区（市）县
级获奖表彰纳入进来。申请人
获得了区（市）县级创新创业、劳
动模范（含享受劳模待遇的）、道
德模范、见义勇为模范、工匠等，
都可积分加分。

从全国范围来看，落户门槛
降低是一个大趋势。2023年以
来，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包
括广州、深圳、南京、武汉、郑州、
西安、成都等多个一二线城市对
户籍政策实施进一步调整。浙
江提出实行户籍准入年限累计
互认，打通了长三角多个经济大
市落户通道。山东则提出将全
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
下的城市落户限制，郑州甚至提
出租房即可落户。

专家认为，放宽落户门槛能
够刺激人口流入，而对一座城市
而言，有人就意味着有市场、有
消费，就意味着有增长的动力。
放松落户政策，仅仅是吸引人口
流动的一个基本因素，最重要的
还是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
收入、更好的社会保障。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10 年至 2020 年十年
间，成都常住人口增加了581.9
万人，增量仅次于深圳、广州，位
居全国第三。可以说，成都已成
为全国青年人才流入的高地。
同时，“蓉漂”也成为一种潮流。
《成都青年发展报告（2022）》显
示，“蓉漂”人口达683.49万人，
其 中 四 川 省 外 来 源 比 例 为
21.85%，“蓉漂”青年的省外来
源比例更是达32.9%。而在“蓉
漂”加速涌入的同时，成都也快
速成长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
GDP超2万亿元的超大城市。

“人与城，总是彼此选择，相
互滋养”。在成都，一批批年轻
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机遇，得
到了滋养，而他们抓住机遇实现
梦想的过程，也是推动这座城市
不断向上跃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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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发 展 扩 容
是必然趋势，户籍政
策调整引导则是疏解
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
转移的重要一步。落
户门槛进一步降低，
可惠及更多的非户籍
人口。无论是之于城
市本身的发展，还是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而
言，都具有重要的象
征意义。

1月5日，《成都
市户籍迁入登记管
理办法》《成都市居
住证积分管理办法》
正式对外公布，将于
今 年 2 月 20 日 起 施
行。与现行户籍政
策相比，成都落户条
件 将 进 一 步 优 化 。
成都户籍新政“新”
在哪？记者注意到，
其中，“8+1”县（市）
取消入户限制，全市
人才入户条件进一
步放宽等亮点，带来
不少惊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释放人口红利 激发城市活力
成都市户籍新政来啦！

在东安湖畔举行的成都职工环湖跑活动。图据成都市总工会

优秀市民代表参
加 2024 成都新年音
乐会。图据成都新年
音乐会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