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不在济南落户 这是个问题
记者调查走访数位外地来济年轻人，孩子是绕不开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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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陈
年龄：27岁
家乡：临沂农村
来济年限：4年
落户类型：顺水推舟型

生于1987年的小陈，老家在临沂
农村。2010年大学毕业之后，他来到
济南，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女朋
友是他在大学期间谈的，工作半年之
后，两人筹备买房结婚。

小陈与女朋友天天在网上浏览
开盘的楼盘，一到周末休息就会跑去
看新房。接连看了1个月之后，两人觉
得新建住房价位太高，以自己的经济
条件难以承担，于是开始找房产中介
看二手房。

好地段的二手房价格远比新房
价格还高。至于原因，比较靠谱的解
释是这部分二手房所在的学区较高，

优质的教育资源推高了房价。
依照他们最初的想法，只要有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就行，小点无所谓。
直到看了很多二手房后，他们才意识
到，房子对于他们这些外来户籍的年
轻人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
方。房子的背后，还有将来孩子上学
的问题。

在铺天盖地的新楼盘广告中，他
们开始关注楼盘配套的学校。这一看
就是半年时间。

2011年秋天，他们选择了位于济
南东部高新区的一家新盘，总花费将
近70万元，选择了一套94平方米的二
居室高层住宅。如此一来，小陈便可
以将户口迁到济南，以后可以让孩子
在家门口的配套学校读书。

不过，为这70万元的房款，小
陈两口子办理了30年期的40万元
贷款。

花70万买下新房
一步到位在济南落户A

人物：小唐
年龄：31岁
家乡：威海近郊村
来济年限：8年
落户类型：半路出家型

“要不是为孩子上学，谁愿意落
户啊？我这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说起
落户济南的初衷，今年31岁的小唐向
记者吐槽。

小唐家住威海南部一个近郊村，
上大学时小唐就没有将户口迁移出
来。2006年大学毕业后，小唐来到济
南工作。2008年，他在市中区购买了
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按照他最
初的设想，压根就没有想把户口落到
济南来。不过，这个设想随着孩子的
出生发生了转变。

2012年11月，儿子降生之后，小
唐不得不开始考虑小家伙的上学问
题。按照济南的落户政策，小唐名下
的房屋面积不足90平方米，达不到购
房落户条件。经过了解，小唐便以引
进人才的方式，在2013年下半年，将
户口从老家威海的农村迁移到济南
市中区，变成了一个“城里人”。

对于由“农村人”到“城里人”身
份的转换，小唐并不以为然。他告诉
记者，如果户口还在老家农村，他将
会享受到数十万元的福利。威海正在
打造南部滨海新城，小唐所在的村
子，很快就会被商业开发，拆迁补偿
近在眼前。如果他以农村户口在威海
经济开发区购房，政府还会补助5万
元。如今户口迁移到济南之后，这些
福利就都没有了。

没想过户口进城
儿子出生让他改变初衷B

人物：小张
年龄：25岁
家乡：潍坊农村
来济年限：4年
落户类型：坚决不迁型

今年25岁的小张，专科毕业后他
从家乡潍坊来到济南，在一家门店从
事数码设计工作。在济南工作已经四
年多，小张有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
子。但是，他现在并不愿意将户口从
农村迁过来。年纪不大的他，有着自
己的老主意。

小张有个哥哥也在济南工作，是
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比他大8岁。按
照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小张的哥哥
只允许生一胎。小张的父母都在老家

农村，年纪大了，希望小张能够在老
家发展，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小张告诉记者，虽然他在济南工
作、买房，但是不会把户口从农村迁
出来。“我哥在济南只能生一个孩子，
我户口在农村，如果头胎是个女孩，
还可以再要一个。如果户口迁出来
了，这项福利政策就没有了。”

小张来济南工作之后就已经办
理了居住证，所在单位也按期给他缴
纳社会保险。近几年来，居住证的福
利范围越来越大。济南新车注册、驾
校学车，有居住证就可以；如果将来
孩子上学，他可以让孩子选择外来务
工人员对应的学校上学。在他看来，
如今的城市户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吸引力。

不想在城市落户
希望享受农村二胎政策C

是否以地换户口要算权利账
失地农民名下资产大幅增加了，日子过得却差了

本报综合消息 据《北京青年
报》报道：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出
台，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并轨，
意味着长期封堵在城市居民和农村
居民之间那座巨大的墙，将被正式
推倒。这堵墙的推倒，是否意味着农
村居民会大规模拥向城市呢？广大
农民会不会放弃手中的土地，以此
来换取一份象征着城市人“身份”的
城市居民证呢？

九成80后不愿意交地

4年前中国社科院曾经进行过
一个调查，参与调查的人数也近11
万人，但是，调查的结果却有点出人
意料。70后、60后农民工不愿转变为
非农户口的为80%；而80后不愿转
变为非农户口则为75%，同时加了
一个条件，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
转户口，不愿转变为非农户口则高
达90%。

户籍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
是要让农民进城，让农村的土地流
转起来，让千家万户种地变成集中
耕种，以此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提高粮食等农作物的产量以及降低
生产成本、减轻管理压力。然而，九
成农民不愿用土地换户口的想法，
显然会影响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效
率。

为什么一直被认为对农民很具
吸引力的非农业户口，突然变得毫
无吸引力了呢？难道广大农民的理
念真的已经转变到不愿进城成为城
市人了吗？显然，这是无法用是或者
不是来回答的问题。

就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
在家务农的农民已经相当少。特别
是中青年农民，基本都到了城市、到
了家乡之外。也就是说，进城工作仍

然是广大农民的首选。关键在于，让
他们用土地换户口，这就需要好好
地算算账了。因为，对广大农民来
说，不管土地的收益如何，也不管他
们是否会在土地上投入很多的时间
和精力，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只
要土地还在自己手中，围绕土地的
权利就不会从他们的手里轻易消
失。即便在城市务工享受不到平等
的权利，有土地这份权利作保证，还
能使他们与城市居民有一个可以比
较的空间和平台。如果土地也失去
了，而进城以后应享受的权利享受
不到，或享受不平等，那么，他们作
为公民的权利也就会失去很多。

土地在手心里才踏实

一些农民不愿轻易用土地换户
口，说白了，就是在算权利账，算户
口带来的权利能否与土地产生的权
利相对应，甚至更高。否则，就会坚
持保留土地，到城市打工的理念，那
么户籍改革也就难以有效地向前推
进。

事实也是如此，这些不愿选择
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大多都是
在城市务工的人员，他们在城市务
工过程中，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权利
不平等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
力，感受到一旦失去土地后可能带
来的心理恐惧。因为，只要土地在
手，哪怕城市不再需要自己了，自己
不喜欢城市了，也可以选择回到土
地上去，去充分享受土地带来的权
利和快乐。

这也意味着，在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过程中，要想让广大农民自觉
自愿地用土地换户口，从而推动城
镇化进程，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最
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实现权利的均

等化，让失去土地的农民不至于成
为二等公民，不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口。而这，恰恰是目前城镇化过程中
的最大难点，也是最大薄弱点。一些
地方为了腾出建设和开发用地而实
施的所谓新型城镇化，绝大多数都
没有能够有效保障失地农民的权
利。凡是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是名下
的资产大幅增加了，生活水平与质
量却大大降低了，从而形成了畸形
的小康标准。亦即资产已经达到小
康甚至现代化水平，而生活却由原
来的小康退回到了温饱。原因是，这
些地方并没有在让农民交出土地的
同时，给农民足够的就业空间或社
会保障。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农民，基
本都返回到了温饱甚至贫穷状态。

权利充分平等是关键

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一
个很不好的导向、很不好的示范。自
然，他们在考虑用土地换户口问题
上，就不可能不认真、细致地算好权
利账，把失去土地以后的风险和困
难想得更多一些。

更重要的是，在农业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农村环境不断改善的大
背景下，即便在农村生活，质量和水
平也未必比在城市差。更何况，城市
的下岗和失业状况也比较严重，给
他们的启迪和影响也很大。与其拿
土地换户口自断后路，不如拿着土
地到城市务工或生活，城市的权利
少一点，农村的权利则有保障。这就
给了城市决策者一个严峻的课题：
如何在推进户籍改革的同时，让失
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在权利上充分平
等，以此来消除广大农民的顾虑。

户籍改革的路很长，远不只是
户口并轨那么简单。

□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孙嘉伟

国务院日前公布《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农业户口
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将取消，户籍改
革的大幕由此开启。户籍制度改革牵

动人心，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城市和
农村户口称谓上的变革，更预示着变
革背后人生命运可能随之发生的改
变。将户口从农村迁往城市，意味着
什么？记者调查走访的三个外地来济
工作人员样本，或许会给我们一些答
案。

后顾之忧
全国人大代表、在深圳打工的80后农民工易凤娇(右三)在接受央视采访

时表示，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让她对于落户城市并没有多么强烈的欲望。她
说，户口在湖北老家农村，还有土地、宅基地，如果在深圳落户就什么都没有
了。如果在深圳有稳定的工作，以后养老、医疗等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感觉没有
后顾之忧，就可能会在城市落户。 (新华社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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