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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小镇：“既小且美”民风入画

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修文县扎佐镇、息烽县小寨坝镇、开阳县龙岗镇

遵义市：遵义县尚嵇镇、桐梓县新站镇、仁怀市茅台镇、湄潭县永兴镇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郎岱镇、盘县柏果镇、水城县玉舍乡

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平坝县夏云镇、普定县白岩镇

毕节市：威宁自治县迤那镇、纳雍县王家寨镇、大方县六龙镇、赫章县六曲河镇

铜仁市：德江县煎茶镇、印江自治县木黄镇、大龙开发区大龙镇

黔东南州：雷山县丹江镇、台江县施洞镇、黎平县肇兴乡

黔南州：独山县麻尾镇、平塘县卡蒲乡、贵定县昌明镇

黔西南州：兴仁县雨樟镇、贞丰县者相镇、普安县青山镇

贵阳市：清镇市卫城镇、白云区牛场乡、修文县六广镇、乌当区羊昌镇、花溪区

青岩镇、息烽县九庄镇、开阳县南江乡

遵义市：绥阳县风华镇、赤水市官渡镇、遵义县鸭溪镇、习水县土城镇、正安县

安场镇、务川自治县镇南镇、凤冈县永安镇、余庆县敖溪镇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镇、六枝特区岩脚镇、盘县石桥镇、水城县发耳乡、钟

山区大湾镇

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西秀区七眼桥镇、平坝县天龙镇、普定县马官镇、镇

宁自治县江龙镇、关岭自治县永宁镇、紫云自治县水塘镇

毕节市：大方县黄泥塘镇、七星关区青场镇、七星关区清水铺镇、黔西县素朴

镇、金沙县沙土镇、织金县官寨乡、纳雍县龙场镇、威宁自治县东风镇

铜仁市：思南县塘头镇、沿河自治县官舟镇、玉屏自治县田坪镇、石阡县中坝

镇、碧江区坝黄镇、江口县太平乡、松桃自治县寨英镇

黔东南州：丹寨县兴仁镇、麻江县宣威镇、凯里市龙场镇、镇远县青溪镇、施秉

县牛大场镇、榕江县忠诚镇、剑河县岑松镇、从江县下江镇、黄平县旧州镇、锦屏县

敦寨镇、三穗县台烈镇

黔南州：龙里县醒狮镇、都匀市墨冲镇、福泉市牛场镇、长顺县广顺镇、三都自

治县周覃镇、荔波县甲良镇、瓮安县猴场镇、罗甸县边阳镇、惠水县好花红乡

黔西南州：兴义市清水河镇、兴义市泥凼镇、贞丰县白层镇、兴仁县巴铃镇、安

龙县龙广镇、册亨县坡妹镇、望谟县蔗香乡、晴隆县沙子镇

贵州省100个示范小城镇名单
省级示范镇(30个)

市(州)示范镇(70个)

当国内特色小镇的概念兴起后，特色小

镇以燎原之势加入到各地方兴未艾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中来。而在众多尝试者中，贵州

以其独有的山地特色,走出了一条“蒸小笼、

串珍珠”的小城镇组团式发展新路，打造了

旅游小镇、白酒小镇、茶叶小镇等一大批小

而精、小而美、小而富的特色小镇。

有专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贵州

以特色小镇为途径，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诸如规划不足、支

持不够、人才缺乏等瓶颈，要培育有影响力

的特色小镇。

政策引导 数量质量皆重

走在贵州仁怀市茅台镇，似乎空气中都

充满了茅台酒的酒香。茅台镇镇长罗小军

表示，这里的建设思路是做成“美、特、富”的

精美小镇，让人感受到“水村山廓酒旗风”的

诗意画卷。

在贵州，像这样的小镇还有很多。2015

年，贵州省共有136个镇位列全国重点镇名

单，2个镇入选全国新型城镇化建制镇示范

试点名单，10 个乡镇列为全国特色旅游景

观名镇。

“在西部地区，特色小镇的建设尤其要

关注贵州省。目前贵州提出在全省范围内

打造 100 个示范小城镇主要都是以特色小

镇的形态存在，体现了贵州在数量和质量两

方面的追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强调。

由此，贵州小城镇经济总量呈快速增长

态势。截至2015年底，100个示范小城镇累

计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约 3000 个，签约资金

3870亿元，到位资金1600亿元，新增企业约

6000个。

特色小镇，“特”在产业支撑。各地依托

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围绕此前

贵州省办公厅提出的交通枢纽型、旅游景观

型、绿色产业型、工矿园区型、商贸集散型和

移民安置型等六大发展类型精确定位,引导

示范小城镇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

化、新兴产业高端化,构建起多元化产业发

展格局。

在冯奎看来，目前贵州的特色小镇主要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依托于传统优质资

源的特色小镇，另一类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

的小镇。前一类占据了整个特色小镇数量

的大部分，这些传统优质资源包括当地特有

的旅游资源、特产以及特色文化等。

依托优势 特色旅游为先

业内人士表示，为了发展旅游经济，延

伸小镇的产业链，小镇要培育和引进企业将

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还要加

大服务业在小镇经济上的比重。

“这种产业链虽说比较简单，但是对于

特色小镇来说，是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结合很好的一条路径。”冯奎对此

表示。

数字显示，2015年度以旅游为招牌的贵

州省旧州镇接待游客总人数近40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2.53亿元。全年解决了镇区

和周边乡镇6000人的务工，其中吸纳异地人

民搬迁1000余人就业。同时旅游的发展也

带动了民宿客栈、特色农庄的迅速发展。既

解决了农民就业，又拉动了经济增长。

无独有偶，被誉为“梦里小江南·西南第

一州”的安顺市旧州镇，此前一直是以种植

和养殖为主的农业乡镇，经济总量小，发展

水平低。在打造特色小镇之后，依靠其独具

特色的“屯堡文化”和古镇底蕴大力发展旅

游经济，成为乡村旅游的后起之秀。

除了依靠自身优势发展的传统的特色资

源小镇，贵州在打造的100个示范小城镇中，

也有不少是以现代高新技术为核心的小镇。

“由于近年来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

展，以大数据服务为核心的特色小镇也走进

了公众视野。在贵州惠水县好花红镇内建成

的百鸟河数字小镇，正在努力打造中国‘东方

的达沃斯’。”花红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百鸟河数字小镇以“产教融

合、产城互动”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建设和经

营，培养优秀的毕业生，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繁荣地方经济。据了解，目前在百鸟河小镇

入驻的有近30家大数据研发企业，其中2家

为世界500强的大数据研发中心。

“好花红镇自 2013 年打造特色小镇以

来，在百鸟河数字小镇一共投入人民币 20

亿元左右。今年投入力度有所加大，达到9

亿元。”惠水县好花红镇镇长罗家胜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透露。

罗家胜同时表示，近期政府和贵州一些

商业银行进行合作，在百鸟河数字小镇建立

了创业基金。小镇上科技人才研发出来的

专利或者产品，经过认证之后，政府会帮助

其进行包装成商品，推向市场。

根据惠水县统计局最新数据，打造特色

小镇之后，老百姓在 2014 年人均年收入为

7200元左右，到2015年年底，其人均年收入

增至 8517 元。在产业结构方面，在打造特

色小镇之后，好花红镇的农业 GDP 占总

GDP比重从80%降至30%。打造特色小镇，

对调整小镇的产业结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集中资源 防止“千城一面”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贵州省住建厅计划

全省将投入50亿元左右来实施“镇镇联动，

镇村联动”项目。但就在大量特色小镇纷纷

上马的同时有观点认为，在追求数量的同时，

防止“千城一面”也是打造特色小镇的难点。

相关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作为全国唯一

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贵州在建设特色

小镇时并没有“贪大求洋”，而是依据自身现

有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蒸小笼”式的小城

镇。贵州大部分小城镇都有着相似的生态

环境，然而在打造特色小镇的过程中，贵州

也并没有将所有的特色小镇打造成千篇一

律的绿色生态小镇，而是在保证生态环境的

基础上，发掘每一个小镇上不同的优势、特

色产业项目，推动发展“一镇一品”，做到生

态和发展两不误。

“先试先行、先行先试，一直是我们打造

好花红镇恪守的准则。”罗家胜告诉记者，

“特色小镇之所以会有特色，就是因为它是

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小镇在打造特色小镇

时是在模仿其他小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

河’，只有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行，才能在小镇

的发展中找到更多的‘特色’。”

记者注意到，在打造特色小镇方面，贵

州也不是将各个小镇互相剥离开来打造，而

是实施“镇镇联动，镇村联动”的方式来让越

来越多的小城镇加入到特色小镇的队伍中

来。例如位于黔南州的惠水县，在打造省级

特色小镇好花红镇的同时，今年也开始在尝

试打造州级特色小镇以及县级特色小镇。

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特色引领、典型示范”

的方式，最终实现全县特色小镇的目标。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对此表示，虽然每个特

色小镇的发展路径不一样，但是在打造特色

小镇的方式上，贵州还是有很多方面值得其

他地区借鉴的。

“贵州作为总体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

方，在打造特色小镇在省市地级层面做好全

面规划是有必要的。贵州在发展特色小镇

的时候，地方上会结合全省的城镇化发展，

明确指定了全省特色小镇的发展道路，这一

点是非常值得其他地区学习的。”冯奎说。

此外，冯奎认为贵州在打造特色小镇过

程中，并不是“天女散花式”的开发，而是在

选定某个小镇作为特色小镇开发之后，所有

的人力和物力都在小镇进行集聚。这种发

展模式，力度比较大，效果也比较好。

短板尚存 需要连续支持

相关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贵州在特色小

镇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能否认的

是在发展过程中，一些长期制约贵州经济发

展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城镇的

建设发展。

有分析认为，贵州省大部分乡镇由农村

型居民点发展而来，农业就业比重较大，财政

可持续能力不强，传统产业未升级，新兴产业

未成形，小城镇内生动力不足；其次，由于贵

州小城镇在打造特色小镇之前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底子较差”，在打造特色

小镇之后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融资

产品较少，融资难度较大；最后由于大部分的

特色小镇位置偏远，规划建设、项目管理、投

融资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

对此，家国智库理事长叶伟春建议大力

发展旅游经济，吸引更多企业家投资，实现

小城镇产业结构转变与升级；加大交通建设

力度，实现村村通；推进和高校、和当地的职

业学校的合作，培养紧缺型人才。

而在冯奎看来，贵州在打造特色小镇，

主要是想要将产业、城镇、人文等方面在小

镇上集聚。“目前贵州城镇化还不是很高，

加上未来一定还

会面临人口流动

的问题，因此在发

展特色小镇的时

候建议不要单纯

去追求数量上的

突破，也不要浅尝

辄止，在一个地方

简单的提供支持，

然后期望小镇能

开花结果。”冯奎

说。

同时，冯奎还

表示，特色小镇是

一个集约式发展

的路径。在贵州

城镇化不高的情

况下，不要一味在

数量上发展贪多，

要培育一些有影

响力的特色小镇。

贵州以其独有的山地特色,走出了一条“蒸小笼、串珍珠”的小城镇组团式发展新路

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