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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的“山东路径”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9月5日讯 今天，青岛市食安办公布了市民

最关注的十大食品专项抽检活动中的蔬菜抽检结果，共抽
检蔬菜160批次，其中合格151批次，不合格9批次，合格
率为94 . 38%。不合格原因是农药残留超标。

本次抽检检验项目为省农业厅有关文件规定的50项农
残项目，从品种来看，34个蔬菜品种中5个品种出现不合格
现象。抽取蔬菜分为叶菜类、瓜类、豆类、芽菜类等共七大类
34个品种，有菠菜、韭菜、油菜等，主要采样于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早夜市、批发市场和市民代表指定场所。其中，叶菜
类蔬菜15个品种74个批次，66批次产品符合标准，符合率为
89 . 19%。

今年七八月份，青岛市食安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
了“市民最关注的十大食品专项抽检活动”，对生鲜肉、
蔬菜、饮用水、粮食、植物油、水产品、烧烤食品、熟制
肉食品、熟制面食品、液态奶进行抽检，共抽检食品及相
关产品1000批次，其中合格906批次，不合格94批次，合格
率90 . 6%。十大食品中植物油合格率100%，生鲜肉、水产
品、蔬菜合格率在94%以上，米面粮食品、烧烤食品、熟
制面食品合格率在90%以上，熟制肉食品和液态奶合格率
79%，饮用水合格率最低，只有78%。

青岛抽检蔬菜

合格率达94 . 38%
不合格原因是农药残留超标

□ 本 报 记 者 张春晓
本报通讯员 李建勋 杨卫华

我省是农民工数量较多的省份，截至
2012年底，这个数字是2330万人，接近全国
农民工总量的9%，占全省总人口的24%。把
他们的家庭考虑在内，农民工的境况关系着
近6000万人的切身利益。

近日，我省出台农民工工作18条意见(即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方面人士认
为，《意见》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人
口城镇化水平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将对农
民工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影响。

户口迁移———

稳定住所、职业为基本条件

《意见》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合法
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为基本落户条件，全
面放开中小城市户口迁移限制，解决在城镇居
住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
工及直系亲属在其经常居住地落户。对于农民
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
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优先予以落户。”省
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我省将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实
现劳动就业、子女入学、升学考试、医疗卫生、
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领域“一证通”，使农民
工与城镇居民逐步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以
申领居住证年限、就业创业情况和缴纳社会保
险年限为依据，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城镇
制定阶梯式政策通道。

创业———

小额贷款提高到10万元

马士群是临沂一名奶牛养殖大户，他是
小额贷款的受益者，但随着养殖场规模的发
展，他感到最高5万元的贷款额度“不解
渴”：“我们夫妻双方加起来最该能贷10万
元，现在一些投入动辄三四万元，贷款额度
能否提高一些？”

“《意见》在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和提
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上有诸多政策突破，给广
大想创业的农民工带来了福音。比如提高小

额担保贷款标准，将扶持农民工创业小额担
保贷款额度由现行的5万元提高到10万元。”
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处长衣军强告诉记者。

此外，我省以前对一次性创业补贴没有
具体标准，一些地方执行1000—2000元标
准。此次《意见》明确提出，对首次领取营
业执照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小微企业，给予
不低于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吸纳就业
人员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可
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给予每个
岗位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有
条件的地方可在此基础上适当提高。

“未来还将探索开展林权、宅基地使用
权、海域(滩涂)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以及农用生产设备等抵押贷款试点，充分
为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创业条件和环境。”衣
军强说。

《意见》还提出，实施“加强就业培训
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划”，2014年至
2018年培训20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

“从2014年起，允许农村转移劳动力在
户籍所在地或求职就业地享受职业培训补贴
和技能鉴定补贴，而以往这些政策只允许在
户籍所在地享受。”省人社厅政策研究处处
长张百顺告诉记者。

住房———

可按较低比例建立公积金账户

一天只需交一元钱“房租”，一次最长
能住30天，这是农民工薛明在临沂“一元
钱”公寓的低成本生活。9月5日，记者来到
这个公寓时，1072个床铺已经住了970人，

“这么便宜，自然受欢迎，解决了我们的住
房之苦。”薛明说。

“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作为单独一条
被写入了《意见》。意见提出，将符合条件
的农民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供应范围。对开
发区、工业园区、企业建设用于安置农民工
公共租赁住房的，一律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等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执行保障性安居工程有
关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

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予以适当支持。
对为农民工提供租赁住房的业主或机

构，按规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将住房公
积金制度逐步覆盖到在城市中有稳定工作的
农民工，允许农民工及其单位暂按较低的缴
存比例，先行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农民工
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按规定给予
契税优惠；购买商品住房，按规定落实契
税、印花税等优惠政策。

子女上学———

保障在输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权利

因为中考对户籍有限制，不少农民工子女
虽然能在父母打工地上初中，却无法在当地参
加中考，造成“上得了学却升不了学”的问题，
他们像小候鸟一样无奈地在两地之间折返。

为解决这一问题，《意见》提出，保障农民
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将农民工随
迁子女全部纳入输入地教育发展规划，根据输
入的数量、分布和变化趋势，合理规划中小学
布局，均衡配置教学资源。实行教育行政部门
前置审核制度，增加城镇教育储备，抓好新建
居民小区配套学校建设。

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
入输入地财政保障范围，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
基本在输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禁止一切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歧视
行为，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输入地平等接受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参加中考、高考的权利。
凡在初中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
就地报名参加中考,并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

□ 本 报 记 者 张春晓
本报通讯员 李建勋 杨卫华

9月5日，省人社厅在临沂市零工市场召
开农民工恳谈会，厅长韩金峰向在座的农民
工提了一个问题：“下一步，省里要求中小城
市全面放开户籍迁移限制，你们愿意转成临
沂市户口吗？”

回答的声音并不一致。在沂蒙大姐家政
服务有限公司做月嫂的张玉玲高声说：“愿
意！转成临沂户口以后，未来孩子上学直接
就能在属地划片上学，不用拿着居住证去办
各种手续了。”而住在临沂城郊的小伙子耿
树振则表示对一纸城市户口并不太看重，他
的原因主要有二：保留农村户口可以留住承
包地；在农村可以生二胎。

引导农民工有序在城镇落户，那转成市民
身份的农民工，还能保留老家的宅基地和承包
地吗？《意见》明确提出，现阶段农民工落户城
镇，是否出让宅基地和依法承包的耕地、林地、
草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必须完全尊重农民工本
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

《意见》专门提出要求，要保护农民工土
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收益
分配权。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研
究制定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的占
有、使用、收益、继承以及出让和流转等制
度。

对于落户城镇的农民工的生育政策问题，
文件也专门作出规定：落户城镇农民工，5年
内继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政策。

农民工落户城镇

可保留宅基地承包地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辛庆 尚豪 报道
本报济阳9月5日讯 今天，记者从济阳县相关部门获

悉，“济阳缝纫工”、“济阳电子工”两个劳务品牌近日分别在
日本、新加坡成功注册商标，标志着济阳县特色劳务品牌已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近年来，济阳县按照“围绕产业抓就业”的工作思路，立
足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机械装备、食品饮料四大产业，积极
打造“济阳缝纫工”、“济阳电子工”、“济阳机械制造工”、“济
阳食品制作工”等系列劳务品牌。通过建设创业培训中心、
整合乡镇指导站设立“新农村大学堂”、扶持民办培训机构
等，着力在提高就业群体整体素质、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上
下工夫。2012年，“济阳缝纫工”、“济阳电子工”被认定为济
南市著名商标。

2008年，首批20名“济阳缝纫工”培训班学员，通过
省国际劳务合作公司输送到日本的纺织企业。此后，济阳
开始在境外打造劳务品牌。截止到目前，济阳先后向日
本、新加坡等输出品牌工人500余人，向青岛、威海、烟
台等地输送品牌工人16000余人，为济阳县济北经济开发
区企业提供品牌工人3万余人，年实现劳务经济效益22亿
元。

“济阳缝纫工”“济阳电子工”

在国外注册商标
先后向日本、新加坡等

输出品牌工人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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