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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固原市西吉县

开展调研。自那以后，去西吉接受红色教育、旅游观光或经

贸考察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总书记对西吉的关怀，给西吉

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9月8日，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

书记马志宏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对发展西吉经济、改善老区人民生活提出殷殷嘱托，

这让西吉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接下来全县将以脱贫攻坚

为统领，做好招商引资和扶贫开发工作。

《中国企业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吉调研，这对正处

于脱贫攻坚战关键阶段的西吉来说，无疑是带来了新的发

展力量和机遇。你和你的同事怎么看待这样的新机遇？

马志宏：西吉县将台堡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地，习

总书记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来到西吉，是对长征精

神的缅怀，也是对老区发展的殷切期望。在将台堡，总书记

说，“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

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总书记的这句话，对我们来

说是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在将台堡，习总书记还说，“可以

通过传统教育带动旅游业，但不能失去红色旅游的底色。”

总书记的这句话，为我们未来的工作指出方向。接下来，我

们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继续实施“五大战略”，大

力发展山城经济，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和“两带一园”建设，加快推进“两区”建设，推动经济社会

迈入了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企业报》：来到西吉，我们在所见所闻中有两点突

出感受，一是西吉是个民族地区，二是西吉的农业特产很

多，这两个特点，对初识西吉的人来说，有更多的亮点值得

解读吗？

马志宏：要说西吉的特点、亮点，其实有很多，就这两点

来说，西吉是宁夏人口第一大县和少数民族聚居县，回乡风

情浓郁，与此相应的文化旅游资源非常独特，境内有国家森

林公园、地质公园“火石寨丹霞地貌风景区”、国家级地震堰

塞湖遗址“党家岔震湖”等独有的旅游资源。再说农业特

产，西吉的农产品资源丰富，有“中国马铃薯之乡”和“中国

西芹之乡”之称，“西吉马铃薯”、“西吉芹菜”为中国驰名商

标。围绕这两大特点，我们正在做更大、更精彩的文章。

《中国企业报》：你说的“文章”，应是发展文章。但众所

周知，民族地区一般都是农业地区，而环境的不同又决定了

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各有差异，西吉的发展有哪些与众不

同？

马志宏：我们这里除了是民族地区、农业地区，还是革

命老区，因此，西吉县在提倡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非常注重

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路

径。我们立足全县特色和优势找发展、找定位，围绕马铃

薯、西芹、畜牧业、旅游业和吉德慈善园区，认真做好招商引

资项目的储备、推介、跟踪、服务等各项工作，宜工则工，宜

农则农，宜商则商，全力抓好工业项目投资，着力提高农副

产品加工转化率和增值率，补足二产、三产短板，以工业化

思路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中国企业报》：推广这一思路，目前看，效果如何？

马志宏：有的地方正在推进，有的地方效果正在显现，

比如我们的龙王坝村，是西吉县的重点贫困村，现在，这里

有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美名，旅游扶贫开展得如火如

荼。县里让贫困户依托龙泉山庄、千亩牡丹园、草莓采摘棚

等致富，推行“企业+村民”的旅游扶贫新模式，将林下经

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已经逐步趟出了一条脱

贫致富的新路径。还有我县的马莲乡张堡塬村，这个村重

视发挥基层带头人的作用，建设“向丰现代循环农业示范

园”，形成了马铃薯种薯繁育、种草养畜、淀粉生产、有机肥

加工为一体的循环农业模式。这个村的发展说明，用好一

个能人、建强一个班子、富裕一方百姓，已经成了扶贫发展

的“西吉经验”，成为人人信服的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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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固原市委常委、
西吉县委书记马志宏：

脱贫攻坚与招商引资
“二战合一”

本报记者 江金骐

一份名为《2016 全国重点城镇

名单一览表》，近日在网络上疯传。

一时间，有人将这份名单与住建部

等三部委 7 月 1 日公布的“关于开展

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联系到

一起，以至于有人将这里公布的“重

点镇”误以为“特色镇”，大家在网络

上彼此问起，“全国特色镇，你的家

乡入选了吗？”“全国重点特色镇公

布，XX镇榜上有名”。

“重点镇不是特色镇，但重点镇

更有机会优先入选为特色镇。未来

的‘特色小镇’的名单还在甄选中。”

《中国企业报》记者日前从设在住建

部的“特色小镇培育工作”联系办公

室获悉，内含 3675 个全国重点镇的

名单，其实早在 2014 年就已经公布，

这次“翻新”后再公布，不排除有人

借“特色小镇”的名头博取关注。

特色小镇不属建制镇

“ 特 色 小 镇 不 同 于 行 政 建 制

镇。”住建部相关办公室人员表示，

特色小镇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经济属

性和发展概念，但与各类产业园区

有明显区别。

记者通过对比所谓的《2016 全

国重点城镇名单一览表》发现，在业

已公布的 3675 个重点镇中，全部是

行政建制镇。而根据《住建部、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

培育工作的通知》，到 2020 年，将培

育 1000 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

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

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

色小镇。未来要建的这些“特色小

镇”，是集产业链、投资链、创新链、

人才链和服务链于一体的创业创新

生态系统，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

信息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的新形

式，显现出“特而精、聚而合、小而

美”的独特魅力。

“特色小镇可以基于原有的小

镇行政区范围而建，也可以在城乡

的特定区域规划建立。”中国农村教

育发展中心主任闫志民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在条件完备的情况

下，特色小镇甚至可以成为高新技

术发展的前沿阵地。

以北京为代表，京郊正处于疏

解低端业态和引进高端产业的“换

挡期”，作为城市发展中的新角色，

特色小镇将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为充分发挥郊区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北京将

在原有 42 个重点小城镇的基础上，

规划建设一批功能性特色小镇，以

实现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

例如密云区古北水镇，可以发

展以司马台长城为特色的区域旅

游，昌平区小汤山镇，可以发展以草

莓为特色的采摘文化；还有许多小

镇，以多项即将落地的重大项目为

契机，开发周边地区配套产业小镇，

如围绕将于 2019 年召开的世界园艺

博览会打造“世园小镇”。这些小镇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将中

心城区的产业转移至郊区，拉动小

镇的经济发展。

“加快培育各种特色小镇，强化

既有的特色产业。”北京市农委主任

孙文锴说，到 2020 年，北京将建成一

批山区特色精品小镇和山区特色生

态村。

“特”字上做足文章

不可否认，从这次“翻新”报出的

3600多家全国重点镇来看，这些小镇

在集聚人口、扩大就业、带动农村地

区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有不

少镇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

心。但到 2020 年，能否进入 1000 个

特色小镇“大名单”，现在推测为时尚

早。

按照三部委的“通知”精神，特色

小镇的建设发展，是当地传统文化和

当地社会经济结合发展的产物。

“特色小镇，被称为新兴产业和

传统经典产业的平台。”闫志民说，特

色小镇有赖于地域、生态、文化等环

境因素，其侧重点在于产业、定位、功

能等“特”字上。

目前，发展特色小镇走在前面的

有浙江和贵州。通过比较这两地的

特色小镇可以看出，有明显特色的小

镇，其“特”字体现在茶叶、丝绸、黄

酒、中药、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

房等历史经典产业中，这些不仅能对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十分有

利的作用，同时又能让文化遗产促进

当下社会发展。

专家指出，传承历史的小镇，并

不是被动发展或是纯粹的“博物馆”，

如茶叶、丝绸、黄酒等小镇，既挖掘千

年历史文化积淀，延续历史文化根

脉，传承工艺文化精髓，又引领该产

业创新发展，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

力。

除了浙贵，北京、成都等地也出

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小镇，比如北京

房山出现了“基金小镇”——北京基

金小镇，这是由北京市文资办、房山

区政府、文资泰玺资本携手打造的中

国最大的基金产业集聚区，目前已吸

引了包括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

金、证券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各类

基金及相关产业链服务机构 111 家，

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 1801 亿元。

预计到 2020 年，将引进、培育具有较

大规模的基金机构超过 500 家，管理

的资产总规模超过一万亿元。

从北京基金小镇可以看出，特色

是小镇的核心元素，发展产业特色才

是重中之重。

投资主体为市场

因为全国重点镇隶属于行政建

制镇，所以创建的主题是政府，模式

主导也是政府。相比之下，特色小

镇兴起于市场，因此投资主体也是

市场。

引入市场作为特色小镇的投资

主体，这在各地的政策文件中也得到

体现。比如在福建省不久前出台的

《关于开展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

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特色小镇建设

要以项目带动，要坚持企业主体、政

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鼓励以

社会资本为主投资建设。

福建的做法，实际上是让每个

特色小镇要明确投资建设主体，可

以是国有投资公司、民营企业或混

合所有制企业。

在浙江，记者观察到，针对首批

通过的 37 个特色小镇，政府重点是

做规划引导、基础设施配套、资源要

素保障等工作，小镇的具体建设基

本上都落在企业头上。比如以紫檀

文化为背景，融艺术观赏、文化研

究、生态游憩、养生度假于一体的中

国红木文化小镇，就是由中国年年

红家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投资者融合二、三产业一体化发展

思路，按照“制造基地+文化旅游”模

式，全力打造一个体现国学特色的

文化产业小镇。

正是由于市场的力量被激发，

在浙江，为支持特色小镇发展，省政

府设立 200 亿元产业转型升级基金

和信息产业发展基金，接下来，还争

取设立 1000 亿元左右的产业投入，

用来撬动1万亿元左右的产业。

通过浙江的建设实践，我们可

以看出特色小镇，虽产业各异、基础

有别、发展不一，但在创建小镇的探

索实践过程中，普遍都立足产城实

际，确立了以市场为投资主体，充分

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手段，推动产

业链向外延伸，最终能形成一个融

文化、旅游、产业、社区功能为一体

的创业创新型生态系统。

“重点小镇”被误读
权威回应：特色小镇“大名单”还在斟选

马志宏书记（左）、武维东县长（右）介绍西吉县情

本报记者 马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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