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宁政办发〔2021〕5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系列部

署要求，进一步推进我市户籍制度改革，稳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镇落户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推动 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

点任务〉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关于督促落实 1亿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和《江苏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要

求，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切实做好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突出保基本、保重点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财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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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省会担当，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打造“创

新名城、美丽古都”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目标引领政策。立足本地实际，紧盯目

标要求，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完善有针对性、有层次的落户政

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坚持积极稳妥，优先解决存量。突出重点人群，着力抓

好已经在城镇就业、进城时间长等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

坚持存量优先，有序引导增量，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的预期和选择，让有意愿、有能力在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应

落尽落。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

落户意愿，宜城则城、宜乡则乡，依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

常住人口在本市的合法权益，不得强迫办理落户，坚决防止“被

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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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筹配套，完善公共服务。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与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

扩大教育、就业、医疗、社保、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

盖面。 

——坚持人地和谐，强化城区规划。在全域统筹中疏解老城

区功能、完善新城新区功能，逐步降低老城区人口密度，提升新

城新区人口集聚能力。 

（三）工作目标。通过调整户口迁移政策，进一步放宽城市

落户条件，更好服务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面实施居住证

制度，持续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深化“人钱挂

钩”“人地挂钩”等配套政策。 

二、进一步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 

（四）精准修订积分落户政策。深入调研南京城市发展中紧

缺、艰苦行业人员的落户需求，结合调研结果，适时修订积分落

户政策。确定重点人群积分指标精准化，加大社保和居住年限分

值比重，突出正向激励导向，做好负面清单管理，充分体现指标

分值设置摆布的科学性，解决好长期在城市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

法稳定住所的普通劳动者落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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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畅通其他落户通道。进一步优化人才落户政策，顺应

现代化人口流动趋势，吸引更多人才流入南京。实施农村籍大学

生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将户口迁回原籍，

毕业后可以迁入就（创）业地。 

（六）创新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宽浦口、六合、溧水、高

淳区城镇地区落户限制，对持有上述四区居住证、缴纳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 6个月以上的人员，即可办理落户。实现与苏州在积分

落户时，居住和社保缴纳年限累计互认。在省内其他城市的居住

和社保缴纳年限，申请落户时纳入我市累计认可。探索与长三角

城市群中具备条件的省外城市实施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允许符合条件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者就业创业地落户，

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人口在城镇落户。 

三、持续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七）全面深化居住证制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

户城镇常住人口，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

将居住证持有人纳入常住人口城市管理，保障他们在居住地依法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根据我市承载能力，不断扩大居

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范围并提高服务标准，逐步缩小居住证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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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户籍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提高常住人口享受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的便捷度。 

（八）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随迁子女享有平等的

教育权益。根据我市常住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科学规划全市教

育资源布局，加快基础教育学校建设步伐，有效增加学位供给。

贯彻落实“两为主、两纳入”的政策要求，进一步推动建立以居

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保障符合政策规定的随迁

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公办学校接收

比例保持在 90%以上。挖掘事业编制潜力，向教师队伍倾斜，探

索建立“市级统筹、重点保障、动态调整、周转使用”的市级中

小学教师编制周转池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新办公办幼

儿园人员编制备案制管理试点，建立教育用地储备制度，优先保

障教育发展需要。 

（九）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全覆盖。优化实施青年大学生“宁

聚计划”，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扶持力度。对有创

业意愿和培训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

展创业培训，加强创业项目开发、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及后续扶持

等服务。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统筹利用失业保险基金、

就业补助资金、地方人才经费等对符合条件的就业重点转移群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7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