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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江，外来工作人员到
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办一张居住
证。晋江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下设社会保障分中心，分中心
常务副主任范飞跃告诉记者，
晋江自 2011 年起试行居住证
管理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市民
化待遇。至今，持有居住证可
享受的福利待遇已增加到 30
多项，涵盖新农合、医疗互
助、义务教育等 30 项市民化
待遇。

记者在 《居住证办理须
知》 手册上看到，申请条件很
简单，“年满 16 周岁，拟在晋
江居住 30 日以上，有稳定住
所”，办理人免交工本费。居
住证实行每年检验签证制度，
逾期失效。范飞跃说，外来人
口可以在“市、镇、村、企”
四 级 流 动 人 口 服 务 管 理 站

（所）、居住信息采集登记点申
领办理居住证，目前全市已累
计办理居住证 190 多万张，尚
在有效期内的有 110万张。

持居住证者享受的市民
待遇包括：参加公务员考试
和事业单位招聘，申请创业
贴息贷款和住房贷款，接受
职业技能培训和资格鉴定补
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申购
保障性住房，申办机动车驾
驶证行驶证。

在晋江，有 21.53 万外地
学 生 就 学 ， 占 学 生 总 数 的
60%，而且这些学生中 93.2%
就读的是公办学校。持居住证
者的子女可以和本地学生一样
享受 12 年义务教育，参加中
考，并试行异地高中会考。达

到一定居住年限后，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可以申
请落户。

在社会保障分中心新农合业务办理窗口，记者碰
到了来办理异地结报的重庆垫江籍务工人员赵守国，
他正在填写一张 《晋江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转外就医
补偿登记表》。“我只需要填好基本资料和就诊医院的
名称，就可以等着报销了，还省去了往返的路费。”
赵守国说。

新农合办理窗口工作人员王汝娟告诉记者，新农
合异地结报自 2010 年 1 月起实施。目前正与江西省
余干县、鄱阳县洽谈，这两个县也是晋江市外来务工
人员的主要来源地。

受益于晋江市的积分优待政策，安踏公司员工胡
智敏今年 5 月刚刚在晋江市以每平方米 3900 元的优
惠价格申购了一套安置房，而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价格
是 6000元左右。

晋江自去年开始实施积分优待政策，对符合条
件的外来人口每年提供 1000 个公办学位、1000 个
安置房购置资格，享受“超市民待遇”。晋红市公安
局治安大队九中队副大队长吴迎洁介绍，积分项目包
括居住年限、社保参保年限、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等
项目，每年按分数高低取前 1000 名。2014 年度受理
3万多人申报，2015年度，全市申请参加积分排名人
数达 24538人。

此外，对没有住房但愿意将户口完全迁入的外来
人口，晋江实行“无房落户”政策，只要有稳定收
入、固定居所均可在企业、社区集体落户，与本市户
籍人口享受完全均等待遇。2014 年以来已经新增落
户 1.9 万人，全市已有 30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建立

“集体户”，19 个镇 （街道）、391 个村 （社区） 均设
立“集体户”。

一年前，国家确定了第一批62个城市为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试点一年来进展如何？在哪些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

创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近期对多个试点地区进行了专题调研。福建省晋江市是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试点城市，本报记者跟随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研组参与了对晋江市的调研。

“新晋江人”是如何留住和融入的？
本报记者 刘 亮

晋江是一座与外来人口渊源深厚

的城市，城市得名于辖区内的河流晋

江。公元4世纪的晋朝，大批中原百

姓南迁至此，因怀念故土将此地的河

流命名为晋江。中原百姓带来了先进

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使这片土地

得到进一步开发。

今天，晋江市又将外来人口纳入

新型城镇化进程，在“市民化、本地化、

一体化”的探索中走在全国前列，成为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目前，晋

江市有流动人口110万人左右，与晋

江户籍人口基本持平。晋江市正在努

力使流入人口享受同城同待遇政策，

帮助他们的家庭提高发展能力，使他

们真正成为进得来、留得住、能融入、

幸福多、发展快的“新晋江人”。

上世纪 80 年代，一首闽南语

歌曲《爱拼才会赢》传唱大江南北，

唱出了闽南人爱拼善赢的精气

神。在晋江采访，记者再一次感受

到闽南人的拼劲。当年的闽南人

凭着一股拼劲经商创业搞外贸，

实现了发家致富奔小康。今天的

晋江人，凭借这股拼劲又在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走在了全国前列。

拼劲首先表现在胸怀之大。

一个人口只有110万的城市，先后

给190万外来务工人员办理了居住

证，享受30项市民待遇；教育均等

化，全市学生60%为外地学生；零门

槛落户，无房也可入籍；积分管理，

入围前 1000 名者享受超市民待

遇；主动代办新农合异地结报⋯⋯

这些措施显示了晋江海纳百川的

气度。而每项政策背后都是真金

白银的支出，晋江人是在与外来人

口一起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拼劲又表现为眼光之高。为

长远保持城市承载力，晋江市委

托天津城规院、同济规划院等单

位进行规划设计，划定海洋生态

红线，确定 198 平方公里生态涵

养区、禁建区，保留可持续发展空

间。晋江市的干部告诉记者，他

们正在开展 2049 远景发展战略

研究。结合产业和城市转型升

级，围绕未来 30 年、50 年，晋江留

下多少人、留下什么人进行战略

研究，科学谋划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等配置。

拼劲还表现为用心之细。晋江是一座很有文化底

蕴的城市，中原文化和闽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交融

共生。在片区改造中，对坐落于市中心的传统街区进行

原地保护，对部分散落的古民居进行迁移重修，让老百

姓记得住乡愁。晋江籍台港澳同胞和侨胞超过 300 万

人，这些人是晋江改革发展的宝贵资源。因此，晋江把

宗祠、祠堂作为城市改造征迁的安置重点，对近千座侨

亲宗祠进行修缮或迁建，使之成为维系海内外晋江人

的亲情纽带。

“敢拼爱赢，输赢笑笑”。这是晋江人自嘲的说法。

这种拼劲正是深化改革需要的锐气，这种乐观正是宽容

试错的良好心态。

资金保障是新型城镇化能否持续的关键。据介绍，
晋江的城镇化率目前是 65%，规划到 2020 年达到 77%，
城镇化的推进要求有可持续的资金投入。去年全市财政
收入 198.02亿元，今年 1至 8月财政收入 123.51亿元，增
长 4.1%。近年来，每年财政收入的 60%投入到城镇化各
个项目中，加上土地出让金，每年总额超过 200亿元。今
年又争取了 30 亿元额度的城镇化地方债，并从国家开发
银行申请了贷款。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有效带动 500多亿元社会资金投入。

面对资金投入的压力，晋江的思路是通过城建投融
资改革，强化经营运作，确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求
平衡、滚动发展”的思路，实现政策性融资、发城投债、土
地出让收入和社会投资“四轮驱动”，最大限度降低融资
风险。

晋江市财政局局长李章凯说，晋江对每个城镇化
项目的开发都进行严格的效益评估，考虑投入与回
报，很多项目投入远期来看是可回收的。晋江的很多
项目都是国家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策上扶持的项
目。晋江牢牢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稳定发
展”的理念，实行八个“同步”，即同步推进项目策
划、规划设计、手续报批、征地拆迁、招商选资、安
置建设、公共配套、文化保护，不仅提升了工作效
率，降低了成本，还防范了风险。

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能否持
续的关键。大量农村人口和外地务
工人员实现市民化后，城市的就业吸
纳能力如何保证？刘文儒说，“城镇
化离不开产业支撑，从整体和长远着
眼，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
城市就业创业吸纳能力”。

记者在五店市传统街区采访时，
看到街口一群年轻人正忙着发送晋江
婴童产业文创园开园典礼的邀请函。
婴童产业基地由电商集成中心、人才
孵化中心、大学生（创业中心）、婴童产
品创客空间、人才专家生活中心等组
成。晋江市发改局局长陈伟勇告诉记
者，紧盯智能制造、“互联网+”等发展

新趋势，晋江大力培育三产业态，构建
商贸物流、文创研发、现代金融、电子
商务、总部经济等服务业集聚区，创造
大量就业机会。仅电商方面，全市已
培育出 6 个淘宝村，提供 1.5 万个岗
位。晋江市财政还投入5亿元设立了
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并设立智能制造、
创新创业、互联网+等 3 个子基金，全
力支持创业者融资。

土地资源方面，据刘文儒介绍，
目前市里在推进国土部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成立不动产登记中
心，规划到 2017 年底全面完成宅基
地确权登记。同时，积极探索宅基地
在一定范围流转交易，以及类似桂华

苑安置小区那种宅基地置换安置房、
商住房的模式，盘活低效用地。

晋江还在进行省级“多规合一”试
点，建设“多规合一”信息系统，规划到
2018年实现产业、城市、国土开发、农
业、海洋等领域规划融合，实行“一张图
作业”，这又将盘活一部分建设用地。

此外，滨海新区的填海项目也在
进行中，建成后将拓展 45.4平方公里
用地空间。刘文儒说，市里对新型城
镇化用地有着科学规划，将逐步建立
起涵盖空气、水、土壤、岸线等资源的
保护利用体系，划定海洋生态红线，
确定 198 平方公里生态涵养区和禁
建区，为晋江保留可持续发展空间。

晋江市南部的运伙村是晋江市
美丽乡村典型示范村，这个 415 户
人家的小村庄拥有国家级全民健身
示范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四星级园区、福建省文明村等 10 多
项荣誉称号。走进村子，只见一座
座二层楼房沿环形村道而建，掩映
在绿树红花之中。村道两旁建有路
灯，设有垃圾箱。运伙村党支部书
记许锦芳说，村里在新农村建设中
积极争取资金，完成了道路硬化、环
境绿化、拆旧建新等基础性设施建
设；全村各主要道路及文化楼、戏
台、篮球场等公共场所全部实现路
灯照明；每年都开展全民植树绿化
活动，全村所有道路及居民房前屋
后的绿化率高达 80%。村里安排 5
名保洁员每天定期 2 次进行环村清

扫 ，全 村 共 设 立 300 多 个 垃 圾 收
集箱。

刘文儒说，市里对城中村改造的
思路是让城市更像城市，对农民市民
化的思路是让农村更像农村，让农村
和城市有相同的生活品质，又有不一
样的生活体验。按照晋江“美丽乡
村”5 年行动计划，到 2016 年底，全市
30%以上村庄基本达到“美丽乡村”
建设要求，重点打造 60 个运伙村这
样的“美丽乡村”。

晋江从两个方面缩小城乡差距，
一个是民生待遇，每年把 60%以上本
级财力投入民生建设，构建起就业、
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环境和社会
保障等 7 个民生体系，不管农民、市
民，享受同等民生待遇。比如，提供
每人 1000 元免费就业培训，培训近

10万人，70%是进城农民；低保、五保
执行城乡统一标准，2006 年起就实
现了城乡医保和新农合并轨，率先在
全省实现全民医保；2012 年起对公
办高中及中职学生免学费，每年有 4
万名学生受益。

另一个是基础配套，近 3 年共投
入 77.5 亿元，打通 41 条城市主次干
道；投入 7.2 亿元，建设 21 个公园；公
交、自来水、环卫、园林绿化、治安巡
逻已经实现城乡一体化；今年，又推
动便民服务、审批服务向镇村覆盖，
让 农 民 不 出 村 就 近 享 有 市 民 化 服
务。晋江市财政每年安排约 1.45 亿
元统筹用于新农村建设，另外再安排
2000 万元专项资金，采用以奖代补
的办法，支持“美丽乡村”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建设。

桂华苑小区位于晋江市中心，
是晋江市梅岭组团改建项目的安置
小区。小区由 19 幢 20 多层的高楼
组成，小区内建有小广场，凉亭甬
路绿植一应俱全。广场上的展板上
有小区建成前后的对比图。同样是
这块地段，开发前是密密麻麻凌乱
不 堪 的 城 中 村 ， 环 境 卫 生 “ 脏 乱
差”，配套设施不齐全。庄高峰老
人是迁入小区的原居民，他家有 9
口人，按照宅基地置换政策，共置
换了好几栋楼房，总面积超过 700
平方米。庄高峰说，置换政策是原
地安置，小区建设期间按月发放过
渡 费 ， 安 置 补 偿 方 式 实 行 “ 七 个
换”，被征迁百姓的土地房屋不但
可换安置住宅、换现金，还可以换
店面、商场和股权。村集体原有的
耕地并不在置换范围，由村民自行

选择继续耕种或进行土地流转。由
于安置小区地段优越，配套齐全，
实现了与商品房等质等价，村民们
的资产能够保值增值。

记者了解到，梅岭组团改建工
程由第一批 4个项目组成，涉及 15 个
村（社区），总占地面积 7500 亩，拆迁
房屋面积 195 万平方米，涉及 5000
多户、2万多人。在规划中，总用地面
积的 12%用于安置房建设，40%用于
公共空间及生态养护，15%用于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5%用于教育医疗
文化民俗保护，其余 28%用于商业开
发。改建工程全部完成后，小区可容
纳人口从 2 万增加到 25.6 万。在完
善安置小区周边教育、医疗、商业、文
化、休闲等各类公共配套设施的同
时，建立街道、社区、业主委员会、物
业公司“四位一体”的物业管理模式，

使居民充分享受到市民化待遇和高
品质的生活。

现代化功能与地方人文相结合，
是此次晋江市城中村改造的一大亮
点。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与桂花苑
小区相隔一条马路，126 亩占地面
积，其间分布着具有闽南民俗文化特
色的文物、古厝和宗祠，其中有些是
从其他改造区域拆运过来原样复建
的。晋江市将此地块视为城市演变
的活化石，也作为维系晋江籍贯台港
澳同胞和侨胞的纽带，规划为闽南民
俗文化保护区，传承高甲戏、木偶戏、
南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晋江市市长刘文儒介绍说，通过
城市改造更新，全市近 5 年每年盘活
低效用地 1 万亩，先后推进 18 个“城
中村”片区改造，拆迁 1300 多万平方
米，建成 65个现代小区。

感受晋江人的拼劲

刘

亮

外来人口享受三十项市民待遇

产业支撑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城中村变身安置小区

让农村和城市拥有相同的生活品质

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提供资金保障

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内的一幢近代建筑。晋江市

在城中村改造中规划出闽南民俗文化保护区，保留了大

量有闽南民俗文化特色的文物、古厝和宗祠。

左图 外来

务工人员在晋江

市社保服务分中

心办理新农合异

地结报。

右图 晋江市美丽乡村典型示范村运伙村的体育场。晋江市已经

实现了公交、自来水、环卫、园林绿化、治安巡逻五个方面的城乡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