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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产能”和“保生态”的严管严

令下，煤炭产业的光环正在逐渐褪

去。在河北蔚县，29 家注册煤矿仅有

一家生产的现实，正是煤炭行业遇冷

的剪影。

“过去数年，当传统能源产业遭遇

寒流之后，文化旅游逐步成为资本逐

鹿的对象，一个以剪纸文化为特色的

小镇，正在替代传统产业的经营模式，

已然在蔚县南张庄开启，每年 1000 万

元的产值，为蔚县续起了新资本故

事。”蔚县一名从事剪纸产业的业主这

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小窗花绘成大产业

毋庸置疑，“十三五”文化产业将

成为支柱性产业，随着城镇化、信息化

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和发

展生态将逐渐完善，集约化、专业化水

平进一步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

必然增加。

一组信息显示，2015年统计，全年

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 21.6％，平均每

天新增1.2万户，这其中有不少是文化

企业,这对于深陷传统产业泥淖的地

区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

“在蔚县南张庄形成一个以剪纸

文化为产业链的生态系统是突破依靠

传统产业瓶颈的绝好机会。”宏宇剪纸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林告诉记者。

陈林的公司，从一定意义上见证

着当地剪纸业从起步到壮大的全过

程，这家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目

前拥有员工及生产人员 230 多人，年

销售额已经过千万，这也使得这家公

司在南张庄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

力。

蔚县剪纸虽然已有上百年发展

史，但若将时间推至 1998 年，那时的

产品仍处于初始阶段，大都是年节喜

庆气氛的装点品，即人们俗称的“窗

花”。生产也是一家一户为单位，产品

的销售范围很小，仅仅局限于蔚县周

边区域。

“如何引起政府或社会团体对发

展剪纸经济的关注，直接决定着这个

行业的发展命运。”张家口市文化产业

协会相关人员表示，只有政府或者社

团组织，才能引导剪纸行业经营者，转

变农耕时期的简单做法，指导大家围

绕剪纸文化经济和产业进行创新，进

而支持企业发展品牌经济。

经过多年的发展，南张庄数十家

剪纸企业，已经形成具有浓厚文化底

蕴的产业生态链。如今，包装精美、内

容丰富的剪纸作品，改变了剪纸仅限

于“窗花”发展的历史。

事实是，剪纸小镇的发展，极大改

善了蔚县剪纸工艺、艺术、文化、收藏

等价值结构和国际化市场发展途径，

其产品销往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蔚

县剪纸出现了更强的经济价值基础和

产业发展的升级版。

文化旅游魅力非凡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蔚县剪纸，利

用技术人才、文化创意和艺术构思等

生产要素开展产品创新，利用文化资

源开发剪纸市场，产品的研发水平和

产品品牌双双走高，有实力的经营企

业迅速崛起。

“目前全县集中优势资源，加大文

化旅游推广，‘手拉手’效应为经济带

来了活力。”蔚县新闻中心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

眼下，不可否认，资源市场的疲软

态势已经影响到蔚县传统的煤炭业发

展，由于相关产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上

游，产品附加值低，缺乏竞争力，传统

产业面临的挑战更大。

因此，按照打造文化旅游的总体

目标，蔚县整合包括剪纸小镇在内的

“新兴产业”，以此辐射带动周边的旅

游资源。

蔚县文化旅游的总体战略，为该

地区的深厚文化积淀，人文景观、自然

景观提供配套资源。有助于在旅游产

业的发展方面，发挥得天独厚的条件

和优势，旅游业将成为县域经济又一

战略制高点。

事实上，蔚县已经开始以南张庄

为主打的特色文化小镇旅游产业战略

布局。

“经过张家口市政府和蔚县两级

政府的精心打造和全力推进，蔚县的

剪纸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上述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特别是通过举办

“蔚县剪纸文化节”，蔚县剪纸的知名

度、美誉度增加很多，可以说，蔚县剪

纸小镇已走出河北，走向全国甚至世

界。

摆脱困境上演商业大片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剪纸小镇

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如

生产场地严重不足等难题。

据介绍，剪纸产业是包括创意设

计、剪刻、染色、装裱、销售等环节的一

个完整链条，除销售外，其他环节最好

能在统一的生产场所内进行，而现在

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由于受生产

场地的制约，剪纸的生产分散在不同

的场地进行，这严重地影响了生产效

率和统一管理，增加了生产成本，制约

了企业发展和做大做强。

除了场地，小镇中的剪纸企业还

遇到融资困难的问题。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

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但剪

纸产业仍然属于中小企业，融资比较

困难。这一点，也让很多当地剪纸生

产商很无奈。

包括陈林在内的多个企业主，虽

然产销形势看好，但负担仍然比较重，

一般来说，上一个项目、搞一个销售门

店仍需要层层审批。同时，剪纸行业

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模仿、抄袭、无

序竞争的现象比较普遍。

业内人士认为，扶持特色小镇，诸

如剪纸等龙头企业，对于蔚县来说，剪

纸产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产业，

其有利于在张家口冬奥会期间展示中

国特色小镇经济活力。按照旅游产业

的关联性，当蔚县剪纸走向世界，蔚县

的旅游业也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品牌。

原计划于今年农历七月初七“情

人节”正式开园的玫瑰小镇，由于太过

火爆导致施工无法正常开展。迫于无

奈，玫瑰小镇随后发布公告并于5月起

正式封园。经过了5个月的期待，九色

玫瑰小镇终于定于10月1日正式开园，

且免费对外开放。

“届时，我们将向世人展示一座集

观赏、游乐于一身的一站式个性化旅

游小镇。”丽江玫瑰小镇旅游开发公司

董事长潘武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国庆期间，小镇将举办一系列游园活

动，有精美的长街宴、DIY现场手工制

作及一些互动性活动，而最有亮点的

是将在国庆当天举行“地面最长3D画”

吉尼斯世界纪录授牌仪式。

据介绍，10 月 1 日—7 日开园活

动周期间，由丽江市古城区妇女联合

会、共青团古城区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美丽邂逅·相约真爱”首届国庆玫瑰

小镇万人交友联谊活动，将在小镇举

办。活动旨在帮助未婚青年早觅良

缘，为单身男女提供相识、相知、相恋

的公益鹊桥。主办方将通过集体交

友活动、浓郁的浪漫氛围，帮助有心

人在这里找到相爱的人，一起做想做

的事。

丽江九色玫瑰小镇是美丽中国

“双百”玫瑰园区（乡村）工程率先启动

的项目，由云南丽

江玫瑰小镇旅游开

发公司投资开发，

打造一个集旅游观

光、生物加工、健康

养老等多业态为一

体的玫瑰生态全产

业链项目。该项目

将结合村内 9 个民

族主题文化元素，

开发面积约 3.6 平

方公里，分六个板

块，规划用 5 年时

间，投资约 5 亿元，

集玫瑰种植、玫瑰

产品研发生产、旅

游观光、电子商务

销售为一体，建成

“玫瑰爱情主题小

镇 旅 游 生 态 圈 ”、

“玫瑰全产业链生

态圈”、“婚庆全产业链生态圈”、“金融

资本对接经济圈”、“村域+区域联动经

济圈”。整个项目预计到2019年实施，

最终目标是将“九色玫瑰小镇”打造成

5A级玫瑰生态景区。

九色玫瑰小镇位于丽江市古城区

七河镇金龙村。九色玫瑰小镇的名字

起源于金龙村422户居民，一共包含了

纳西族、白族等9个生活在这里的少数

民族，所以用了9种不同的颜色表示，

村民们为自家的房子挑选颜色，艺术

感十足。

金龙村九色玫瑰小镇是亚洲第一

个彩色小镇，同时也是国家“一带一

路”、“双十双百”工程扶持项目。下一

步将在全国复制 200 座“九色玫瑰”小

镇，在“一带一路”沿线世界66个国家

复制20个“九色玫瑰”小镇。

丽江·九色玫瑰小镇约你“十一”共鉴开园
玫瑰绽放、免费观赏，相约品鉴亚洲第一个彩色小镇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剪纸小镇书写商业传奇
本报记者 汪晓东

(上接第十七版)

《中国企业报》：这两个项目是引进来的项目还是就地

发展起来的？

马志宏：应该是本土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外向型经

济尚不够发达时，我们力争将本土优势植入扶贫工作，比

如，我们的农产品资源丰富，针对这一优势，专门推出了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模式，争取到2020年，全县稳定种植

马铃薯100万亩以上、特色蔬菜20万亩以上、小杂粮80万

亩以上，农民人均特色优势产业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中国企业报》：许多地方借助外力、引进外资进行扶贫

开发，西吉在这方面有规划吗？

马志宏：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在招商引资方面

最值得一说的就是，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通过

闽宁协作模式，以“一园五区”为平台，不断深化“闽宁协作

模式”、“华林模式”，引进培育整合一批精深加工企业，加快

加工、仓储、保鲜等设施建设，带动贫困村马铃薯、芹菜、胡

麻油、小杂粮、黑山羊、珍珠鸡以及清真牛羊肉等精深加工，

不断延长产业链条。但这些还不够，我们还要解放观念，走

出去，请进来，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西吉正在不

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拟与实力经济体加大合作，沿长征路

线，实施好25万亩油用牡丹、万寿菊等生态景观带项目，打

造一批具有西吉特色的林下经济产品，建设“西部吉祥地、

国色天香城”。

《中国企业报》：类似“生态景观带”项目，对西吉的县域

经济，显然有很强的带动性，但这样规模的项目多吗？下一

步怎么储备此类项目？

马志宏：此类项目总体看还是不够，但我们非常注重这

项工作，我们认识到，项目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没

有项目就是“无米之炊”。推进脱贫攻坚、基础建设、产业发

展、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都要靠项目、争项目、引项目、抓项

目。今年，我们确定的 108 个重点项目，目前正在有序推

进，确保有70亿元以上的投资到位。未来，我们一要抓谋

划，储备一批项目；二要抓对接，争取一批项目；三要抓落

地，投产一批项目，坚持意向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落地、

落地项目抓投产、投产项目抓成效，确保项目快推进、早投

产、见成效。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政府区长陈

伦、区政府顾问张翼、区委副书记兰

徐、区政府副区长柳永胜等组建考察

组，9月14日率区级相关部门和乡镇主

要负责人，专程赴丽江市七里河镇金

龙村，对九彩玫瑰小镇进行了考察。

陈伦一行仔细考察了小镇玫瑰种

植和产品开发、多彩村落打造等相关

内容，并同九彩玫瑰小镇投资方负责

人潘武及其团队进行了深入交流，双

方均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陈伦向

潘武及其团队发出邀请，希望其到内

江市市中区考察投资，共同建设川南

多彩玫瑰特色小镇。

据悉，内江市市中区地处四川盆

地中南部，沱江中下游，是内江市政

治、经济、商贸和文化中心。市中区至

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素有“书画之

乡”、“文化之乡”、“汉安故郡”的美誉，

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善子和著名书法

家公孙长子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享

誉海内外。市中区位于成都、重庆、川

南三大城市群结合部，有“川中枢纽”、

“川南咽喉”之称，已融入成渝“半小时

经济圈”。

近年来，内江市中区先后荣获中

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国夏布画绣之乡、

中国白乌鱼之乡、四川省乡村旅游示

范区、四川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示

范区等荣誉称号，市中区还是54个全

国农村改革试验县（区）之一、90 个全

国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

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区）之一、120个

全国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示范县（区）

之一、130个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

点示范县（区）之一。

链接

四川内江市市中区组团赴丽江考察玫瑰小镇

古时特色镇 光辉今犹在（上）

中国的“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但和大运河同时备选的还有丝绸之

路这个著名的文化线路遗产。除此之外，中

国的文化线路遍布大江南北，有些是古人在

之前开发出来的留存至今，还有一些因为当

今中国发展需要应进一步开发的。

大运河：拥有“三最”的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

最长的运河。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

河、浙东运河三大部分十大河道组成。这一运河不仅

见证了我国古代水利技术的发达，更是中国古代经济

发达和文化繁荣的体现。大运河沿线的历史古镇保

护开发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做到尊

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

设计与开发。

丝绸之路：连接中西方的商贸桥梁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

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源于张骞出使西塞，主要运输

中国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已知

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

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让古丝绸之

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

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蜀道：不再“难于上青天”

在《中华文明实录》中，蜀道是：在古代泛指进出

四川的道路。四川地形多山多岭,蜀道便也以崎岖险

峻闻名于世。古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

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如三星堆遗址、武侯祠、杜甫草

堂等。此外，其辉煌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风光、民

俗文化也注定了蜀道文化线路的开发价值。

茶马古道：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走廊

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

具而形成的贸易商道。茶马古道的价值，首先在于联

通西南各地区；其次在于西南民族地方聚集着丰富的

文化资源和民族风俗；再次在于茶马古道沿线的文

化、民俗和风光。 （未完待续）

玫瑰小镇里的3D景观 本报记者 江金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