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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在上海就职的张文轩听到公

司要在成都安排岗位时，22 岁的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去成都工作。

张文轩是青海西宁人，希望工作的地

方离家乡近一些，同时又能有好的发展机

会。相对北上广，他更愿意选择成都。此前，

他家乡的两位好朋友都在成都上大学，毕

业后留了下来。

成都有一句流传较广的城市推介语：

“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

这句话折射了户籍制度改革及由此带来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红利和制度支撑。

《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

见》鲜明提出了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

城市更有为的城市发展理念。青年友好型

城市建设的机遇，更为青年带来了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的发展红利。

在成都，像张文轩这样来闯荡、打拼的

年轻人被称为“蓉漂”。而在这里，几个年轻

人没有感到异乡的隔阂，张文轩喜欢成都

的夜生活，周五下班就约上朋友一起聚餐，

天气好的周末会和朋友去露营。

在张文轩看来，在成都“本地人、外地

人打成一片，谁也不给谁贴标签，也没有人

觉得谁高人一等”。婚恋方面，也让他感到

“机会更多”。

张文轩更看重一个城市的包容性和发

展 前 景 。4 年 前 来 到 成 都 时 ，他 还 没 有 房

子，但这并不影响他办理落户手续，除了要

求大学本科的学历外，拥有一个成都的户

口并没有其他门槛。

2017 年 ，成 都 市 推 出“ 人 才 新 政 12
条 ”，在全国率先推行“先落户后就业 ”制

度，45 岁以下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

生凭毕业证直接落户。张文轩就是这项政

策的受益者。

成都的人才政策颇具吸引力。此项政策

实施前两年，成都市累计吸引大学本科及以

上青年人才 28.6万人，占全市同期人口迁入

总量的 38%，其中 30岁及以下占 80.4%。

对这些数据，张文轩有直接的感受。刚

到成都工作时，他经常乘坐的地铁一号线，

总是很拥挤。后来，公司附近新建了一座写

字楼，很快就有不少公司入驻，人气满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

常住人口2093.78万人，成为中国第四个常住

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其中14岁至45岁的

青年人口960.3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5.87%。

最近，在成都某小区，几位老人相约去

社区办理免费乘坐公交车的老年优待卡。

按照成都市的政策，无需成都市户籍，凭居

住证就可以办理老年优待卡。

优待老人，也是给青年释放利好。他们

大都是从外地来成都给孩子带娃的。

雷女士来自四川泸州，外孙上幼儿园

时，她常和邻里老人相约乘公交车出门。能

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政策，让这位老人

很高兴，也让她的女儿感到欣慰。

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让“外地人”和

“本地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让

在成都打拼的年轻人获得了在教育、住房

等诸多方面的红利。城市也因此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青年。

在义务教育阶段方面，年轻人有居住证

即可享受孩子就近入学的便利。成都市明

确，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由居住证（地）所在

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从郑州来成都工作的杨婵，租房时特

意搜索了周边的小学。为了给孩子找一所

理想的学校，她研究了入学政策，又考察了

包括民办学校在内的周边诸多学校。最后，

凭居住证，她的孩子被分在了附近一所百

年历史的公办小学。

数据显示，近年来，成都市实行随迁子

女就学“一网通办”，共有超过 6.1 万名随迁

子女实现了就近入学。

在住房保障方面，成都市建立以公租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

的基本住房保障体系，满足青年多元住房需

求。数据显示，成都市已规划建设人才公寓

9.9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6.6万套（间）。

近 年 来 ，在“ 蓉 漂 ”青 年 群 体 中 ，一 项

“青年人才驿站”短期居住服务颇受青睐。

对来蓉求职的年轻人，只要提供面试通知

等证明，即可在分布于城市许多地方的“青

年人才驿站”免费住宿 7 天。目前已有 6 万

多人享受到这项服务。

把青年优先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发展战

略，成为成都发展的显著特征。成都市“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专门设

立了“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环境友好城市专

节”，成都市 18 个市级部门联合建立青年发

展指标监测体系，跟踪监测青年发展状况。

今年 5 月发布的《成都青年发展报告

（2022）》显 示 ，成 都 的“ 蓉 漂 ”人 口 达 683
万 ，其 中 四 川 省 内 其 他 市（州）来 蓉 人 口

534 万人，外省（区、市）来蓉人口 149 万人。

报告称，这体现出成都对外地青年的吸引

力在增强。

另一家机构发布的《2021 年高校毕业

生就业报告》显示，成都位居全国毕业生首

选城市第 4 名。对在蓉高校大学生的调查

显示，65.82%的大学生愿意留蓉工作。

数据之外，李紫萌更多是一种直观感

受。李紫萌家在青海，从澳洲毕业后选择到

成都工作。她感到，求职过程中外地人和本

地人各占一半，“面试时听到了很多东北、

山东的口音”。

现在，来成都 4 年的张文轩已经买了

房子和车子，生活稳定。他说，会在成都长

期居住下去。

解锁青年发展型城市密码——

让年轻人“来了就不想走”

整理：王鑫昕 制图：李 晗

2014 年以来，全国有 1.3 亿农业转移人口
成为城镇居民。

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3 年的 35.93%
提高到 2021 年的 46.7%。

户口迁移政策普遍放开放宽，中西部地区除省会
（首府）市外，基本实现了城镇落户零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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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内蒙古青年闫紫娟翻看家里户口本时，意

外地发现，她们家不属于“农民”了，户口本上原来标

注的“农业户口”，现在已变成“家庭户口”。

闫紫娟在农村出生、长大，家里有承包地，出身农

民是她固有的印象。2020 年，因工作需要，她把户口

从家乡迁到北京，才发现了这个细微却重要的变化。

2016年 7月，内蒙古在全区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与

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以促进农牧

民工市民化、城镇常住人口同城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及户籍制度改革被纳

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大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

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城镇化过程中，户口迁移政策普
遍放开放宽

黎飞一家的变化是从户口本上盖了一个“农转

非”章开始的。2008 年，家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

光镇的黎飞一家成为城里人。他儿时记忆中熟悉的

“四大队 6 队、八里村 6 组”，变成了“合兴社区”。

黎飞一家的生活变迁，成为中国亿万农民城镇

化改革进程的真实写照。不只是户口本和地名的改

变，从单门独院的农房到现代化的居住小区，从田地

耕作到就近上班，黎飞这一代迎来了祖祖辈辈所没

有经历过的巨大变化。

黎飞说，一开始老一辈人难以适应这个过程，土

地对他们来说是种保障，父辈认为，“如果没有工作，

还可以回家种地，可以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子”。

随着城镇化的时代浪潮奔涌而来，触手可及的新

生活图景铺展开来。黎飞一一细数过去 10 年间自己

家附近的种种便利：新建的学校条件比过去好很多，

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从家里骑车 10多分

钟就可以到地铁口，另一条地铁线也将延伸到家门口。

在今年 4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刘钊

介绍，在城镇化过程中，户口迁移政策普遍放开放宽，

中西部地区除省会（首府）市外，基本实现了城镇落户

零门槛。东部地区除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外，进一步放

宽了落户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更加便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以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全

国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等专题会议，多

次研究城镇化及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2022 年，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今年 5 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

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

落户一视同仁。

暂住证到居住证，一字之改跨越
户籍鸿沟

20多年的打工生涯中，暂住证曾一直伴随着代珍

伟。2000年左右，代珍伟从家乡重庆綦江去浙江台州打

工，要办理“本子一样的暂住证”，每年都要去办一次。

暂住证的有效期通常是一年，代珍伟所说的“每

年办一次”是按照打工所在地要求办理延期手续。对

他而言，暂住证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用途，更多是一份

“居住证明”。

暂住证是城市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实施管理的主

要 手 段 ，多 出 于 治 安 需 要 。而 对 打 工 者 来 说 ，一 个

“暂”字，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无法享受到

与本地户籍人口同样的文化、卫生、教育等公共服

务，生活、工作中多了一分苦涩与无奈。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城乡之间

流动，暂住证制度背后上学、就业等公共服务不均等

问题愈发突显。改革在推进，一些地方陆续破冰，尝

试实施居住证制度，让非户籍人口同样享受平等的

公共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在国家层面加

快推进。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推进居住证制度改革的步伐。2016 年 1 月，《居住证

暂行条例》开始施行。

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推进居住证制度覆

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现在，居住证制度已实现全覆盖。公安部发布的

数据显示，全国共发放居住证超过 1.3 亿张，以居住

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

务提供机制进一步健全。

安心进城，稳定就业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青年既是受益者，更

是贡献者，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对 36 岁的杨婵而言，三个地方让她念念不忘：家

乡在四川遂宁，求学和成家在郑州，现在工作和生活

在成都。目前她的户口在郑州，持有成都的居住证。

“现在还不考虑把户口迁到成都。”在杨婵看来，

迁不迁户口对自己在成都的生活影响不大。她的孩

子到了学龄，凭居住证可以上当地公立小学。经过摇

号，孩子上了附近一所有百年历史的小学，杨婵感到

很幸运，这正是她心仪的学校。

推进以人为主体的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推进新型城镇化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最新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的意见》指出，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

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等非户籍常住人口均等享有

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附着在户籍制度

上的公共服务差别越来越小。

90 后青年教师卓娜在广州一所中学任教，她出生

在广东湛江农村，读大学时户口转到北京，后因工作调

动户口又转到广州。她说，只有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

才想到户口本。她身边的同事，也没有将户口从家里迁

过来，因为办理了广州的居住证，孩子能就近就便上学。

在台州打工 10 多年，代珍伟感受到与居住证相伴

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惠及打工者。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他的儿子在 2012 年由于没有台州户籍而无法在当地

参加中考，只能回到綦江老家。两三年后，外地户籍的

孩子也能在台州参加中考了。

这些普通人身边的变化，正是户籍制度改革稳步

推 进 过 程 中 要 实 现 的 目 标 。2021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求是》杂志发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文章中着重提

到，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

女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安心进城，稳定就业。

城镇化过程中，青年成为重要的受益群体。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青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71.1%。相关人士预计，未来这一比例还会增长。

今年 4月，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共青团中央等 17
个部门联合出台《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

提出“七个着力优化”，包括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环境、激

励青年施展才华的就业环境、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的居

住环境、缓解青年婚恋生育养育难题的生活环境等。

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主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说，要让青

年的受教育权、生命权、生存权、劳动权、居住权等发展

权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让城市为青年的成才成长成

功提供更好的空间、平台、环境、条件。

推进以人为主体的城镇化
让城乡青年享受发展红利

东部地区除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外，进一步放宽了
落户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更加便捷。

居住证制度实现全覆盖，全国共发放居住证
超过 1.3 亿张。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白皮书首次公布：2020 年，我
国青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71.1%，大幅高
于整体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未来这一比例还会增长。

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2013 年的 53.73%
提高到了 2021 年的 64.72%。

①2020 年 10 月 16 日，北京朝阳区，几位农民工在北京东三环眺望国贸建筑群。

②2022 年 5 月 11 日，安徽省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工程系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生正在上课。

③2021 年 4 月 9 日，青年大学生在山东滨州中海汇智人才公寓的小区内行走。

视觉中国供图

④2022 年 3 月 23 日，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九龙实验学校学生收看“天宫课堂”第二课。 视觉中国供图

⑤2020 年 7 月 24 日，团山东滨州市委在“翼立方”青年俱乐部举办“激扬青春·筑梦滨州”青春故事分享会。清华、北

大来滨就业大学生共同畅谈。 人民视觉供图

⑥2021 年 12 月 29 日，浙江嘉兴市民在海警医院通过智慧医疗系统扫码就医。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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