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州从城到人的新型城镇化改革之路 

2016 年德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分别达到 53.48%、44%”列入了 2016 年主要预期目标。“新型城镇化”一

词，再度引起代表委员们的热议。根据市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 年，

德州市城镇化率已首次突破 50%，达到了 51.73%，增幅位居全省第四。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距离高质量的城镇化还有不小差距。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预期目标，意味着德州市城镇化的

进度将加快、质量将提升。 

打破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壁垒 

农民进城后，离真正成为市民有多远？对于在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民

营企业工作的王志国来说，是一本户口簿。 

    今年 31 岁的王志国来自庆云县中丁乡，是一名叉车工。虽然他在城里工

作，但是王志国并不认同自己就是一个“城里人”。眼下，看着刚满 6 岁的儿

子到了入学年龄，他却犯了难。 

    现行户籍制度，获得城镇户口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在市区购房，由于没有在

城区买房的实力，他无法获得城镇户口，让孩子留在身边上学很难实现。“孩

子不能进城读书，我能算城里人吗？ ”王志国无奈地说。 

    有王志国同样苦恼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国家统计局德州调查队数据显示，

目前子女随父母到务工城市就读的不到四成，多数选择回家乡就读。 

    市公安局户政处民警马政广认为，户籍制度尚未全面放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现有的公共资源存在缺口，农民即使在城市落户了，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若供给不上，可能会衍生更多的问题。 

    有媒体报道，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市民化，政府若要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不下降，相应需要增加支出 12.9 万元，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下发一纸

政策文件那么简单。 

    相关人士介绍，禹城市户口迁移政策门槛已经降低很多，但还有进一步放



宽的空间，市政府也已对此进行了调研，下一步会有相关政策出台。 

    市政协委员、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公司德州分公司总经理孙国芳认为，实

现城镇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户籍制度改革应同步进行，农民只有享受了更

多的城市服务，才会对“市民”这一身份有更多认同。 

    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郑永

华认为，让农民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不应忽视文化和习惯的改变，应让“新

市民”的行为与城市文明的要求相协调。 

给农民进得来、留得下的机会 

    繁华的都市，是不少农民向往的地方。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变身“城里人”，

然而，当真正置身城市，才发现城市繁华的背后，还有很多 难以适应的地方。 

    怎么样才能让农民在城市踏踏实实地留下来？让农民更有获得感？ 

    这一段时间，要不要加入城市户口的问题，让平原县王打卦镇东屯村的

34 岁村民石国友举棋不定。 

    他已经在平原县城购买了住房，也满足加入城镇户口的条件，但同时意味

着必须放弃农业户口。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农民可享受的各项补贴政

策越来越多，农业户口的含金量也不小。  

    目前禹城市已经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宅基地确权

颁证登记工作也在扎实开展，“当农民觉得退出‘三权’得大于失时，农业户

口、农民身份将不再值得留恋，其进城的脚步也会加快。 ”林红昕说。 

    禹城市房寺镇党委书记于志祥认为，城镇化不一定意味着农民必须进城，

如果让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不但可以保障农民已得权益，还能让农民“离

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 

    在这一点上，禹城市创造的“两区同建”模式，已经成为全国典型。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当前重要任务，而城乡发展的差异，则

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两区同建”则有效解决了这个矛盾。 

    于志祥告诉记者，房寺镇是全国新型城镇化建制镇示范试点，通过“两区

同建”，已经建成 7 个新型社区、26 处农业产业园，3500 户群众搬进新居，带

动了房寺镇的极大发展，成为全市率先实现地方财税收入过 2 亿元的乡镇。 

    眼下，房寺镇不但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还让新建社区居民全

部用上了天然气，并实现了集中供暖。“与在城里生活差距变小了，还吸引了

不少进城农民返乡就业、生活，缓解了留守群体等问题。”于志祥说。 

    一定意义上讲，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留得下、离得开，有出路、有机会、

有前途，不失希望、不失尊严，这种心里的安定和满足正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市政协委员、德州安捷高科消毒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认为，城市留住农民，

关键一点在于为他们提供稳定的职业预期。据他了解，企业经营者为了利润最

大化，往往压低劳动报酬、社保福利、职业技能培训等支出，这让大部分农民

工与雇主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没有稳定的工作，构成了他们定居城

市的重要障碍。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在当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地区性和季节性招工难已经成为常态的背景下，应尽快促进企业与农民工构建

稳定的劳动关系，给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下的机会。当下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

就业难并存，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整体技能水平偏低，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民

工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推动农民工实现更

高质量的就业，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可以通过精准培训的方式，有针

对性地将农民培养成各个领域的能工巧匠；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发

展，培养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含金量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农民工进城，

如果只能从事简单粗重的劳动，就必然会在城镇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因此，实

现人的城镇化，应该让农民工掌握适应城市生活的一技之长。但就目前来看，

一方面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另一方面，职业院校

招生难，大量教育资源闲置，应进一步将农民工能力的提升与职业教育相衔接，

既解决职业院校招生难题，又提高农民工的学历层次、技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