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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蔚县县城不足十公里，穿越

多年前就矗立的古牌楼，暖泉古镇在

落叶辉映下进入秋季，众多游客寻迹

而来。而随着开发的深入，无论客人

还是古镇，意义已不仅仅是旅游和出

售门票，一个更大的资本计划正在全

力“迸发”。

新衍生的故事是，一个投资达到

11.6亿元，规模宏大的古堡复制工程

正在建设当中，规划中的暖泉古镇正

成为资本涌动之地。

“暖泉古镇生意经正变得与众不

同，古镇经济加古堡经济的双产业模

式成为发展主角，我们采取单体保护

与整体保护相结合，不搞大拆大建以

保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

生性。”暖泉镇副镇长王燕云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

“幸存”小镇
从煤炭转型旅游

蔚县历史悠久，古称蔚州，为“燕

云十六州”之一。位于河北省西北部，

东临北京，南接保定，交通便利。由于

蔚县煤田总面积达到 264 平方公里，

探明储量14.93亿吨，是河北省唯一保

护较完整的煤田，因此，在 2008 年之

前，煤炭行业整体发展迅速，数个有些

历史的古镇均以煤炭作为支柱产业。

但在王燕云看来，在 2008 年之

前，暖泉镇所属的16个乡村还处于未

开发的原生状态，古建筑、民俗文化保

存非常完整。但交通网络建设滞后，

县里也还没有提出文化立县战略，守

着优势却发展不起来。

暖泉镇因为处于地理死角而错过

发展机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王燕云感叹。

事实上，王燕云同时感到庆幸。

眼下，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产业集中

度不高等已经让诸多小镇主导产业遭

遇瓶颈，难以突破。

“以南方为例，小镇经济普遍放慢

步伐，这是因为在产业定位上过于冗

杂，不‘精致’所导致。”王燕云说，与南

方不同，煤炭作为支柱产业的时期，蔚

县并不十分注重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但这样以单一产业为定位的小镇根本

经不起经济形势的风吹草动。

事实上，当煤炭黄金年代过后，不

少极具历史厚重感的古镇正在消失，

然而正是因为煤炭产业发展滞后，暖

泉镇古建筑反而保存了下来，这为该

镇转型旅游产业，在建设形态上力求

“精而美”提供了有力支撑。

由门票经济到观光产业

暖泉古镇的开发模式逐渐开始引

领蔚县从之前的传统煤炭向旅游业

“变脸”，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变革。

从2011年—2013年，蔚县政府累计完

成投资 6000 万元，用于声光电系统，

闲置土地开发，逐步将暖泉镇进行产

业化运作。

“我们从之前的原生态方式过渡

到一个全新的旅游门票经营模式，

2011年实现暖泉镇票务系统与市场接

轨，有了一个质的提升。”王燕云说。

这为暖泉古镇带来丰厚回报。

从明代延续而来的《打树花》节目

为暖泉镇带来不菲的门票收入，一时

间成为资本涌入洼地。“实现产业化运

作后，河北建投集团投入2000余万元

尝试进行小镇古堡的经营。暖泉镇古

堡旅游和古镇旅游两个板块的产业齐

头并进。”王燕云告诉记者。

更大的资本介入赋予了暖泉镇新

的经营内容。

2014年，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基金）接盘河

北建投古镇项目，与蔚县政府签约，全

面对暖泉古镇投资运营。

“中信基金保留了诸如原住民、古

建筑、人文等方面。这些都是古镇的

精髓，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王燕云

认为。

不仅于此，中信基金在保留之前

古堡的基础上，投资11.6亿元新增一

组面积达到 200 亩，规模宏大的古堡

复制工程。目前已完成一期工程，二

期有望在明年交工。

“不少商业行为在旧有的古堡中

已无法实施，在新建的古堡中可以做很

多配套，诸如室内传统民俗表演，餐饮、

温泉度假酒店，从而实现观光与度假为

一体，门票和旅游经营并重的商业模

式。”沧州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人士说。

暖泉古镇相关政府人士告诉记

者，虽然没有入选之前住建部及河北

省政府发布的“特色小镇”名单，但暖

泉镇已有申报计划。如果入围，对于

之后的发展将更为有利。

相关业内专家告诉记者，从门票

经济计划转变为旅游经济是暖泉古镇

的全新尝试，纵览小镇发展，在国家提

倡文化旅游和发展旅游产业的背景

下，搭车央企协同发展，或许这次改变

才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华丽变身。

当众多小镇如雨后春笋般崭露

头角时，馆陶县寿东村却以精心打造

的“粮画小镇”走出一条以创作粮画

为产业的特色发展之路。这让寿东

村“粮画小镇”声名鹊起，成了远近闻

名的乡村旅游景区。

有专家提出，虽说寿东村在没有

产业基础、没有优势资源下让粮画特

色产业的名气越来越大，粮画产业已

经让寿东村从省级贫困村变成了如

今的富美乡村，事实证明其发展大方

向正确无疑，但现阶段产业生态还相

对薄弱，产值还有巨大上升空间，需

从规划、团队营销等方面突破瓶颈。

靠天吃饭
转向靠“画”吃饭

一个没有产业基础、没有优势资

源的小村如何结合产业进行发展？

这的确是个问题。

河北馆陶县寿东村的做法是，依

靠县里的帮助，创办和引进了粮画生

产企业，进而以“粮画”形成特色产

业。五六十种粮食原料制作出不同

风格的粮食画，一路大卖。

走进粮画小镇，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间间普通的农家院子，院子不

大，却安排得井井有条，走进院子东

边玻璃砌成的“粮画体验室”，墙上挂

满了粮画成品和游客的合影。

“虽然地小，但咱这也是 4S 店的

规格。”三十出头的师献巧，是寿东村

最早开起“粮画体验”的人。

去年国庆期间，“献巧粮画体验

室”平均每天接待游客500人，最多一

天售出100多幅画作。

如今，“粮食画”已经成为寿东村

的支柱产业，1000多万元政府投入撬

动了3000多万元社会资本，让越来越

多的村民在自家门口当上了小老板。

从“靠天吃饭”到“靠村吃饭”，以

粮画为特色的产业生态让寿东村在

短时间内声名鹊起，粮画产业已经让

寿东村从省级贫困村变成了如今的

富美乡村。据粮画小镇的创始人张

海增介绍，目前粮画年产值屡创新

高，盈利已经实现。

依托产业发展特色旅游

粮画小镇2016年4月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还被评为“2015 年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也是河北省美丽乡

村中唯一一个国家AAA级景区。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要改善人居

环境，还要打造产业支撑。”担任寿东

村“第一书记”的县直驻村干部于兴

峰介绍，通过集体土地和闲置宅基地

开发，今年村集体收入有了大的跨

越。现在，邯郸市旅游部门已把寿东

村列入全市乡村旅游规划线路，村里

的游客中心即将投用，旅游管理公司

正在筹建。

近年来，寿东村实施“美丽乡村+

旅游”模式，建起集粮画创作、展示、

体验、销售于一体的粮画基地，获评

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称号，今年 4 月美

丽乡村建设让广大农民尝到了甜

头。去年国庆节开放五个小镇，游客

达到15万人次，今年春节从初一到十

五，游客达到了 74 万人次。200 多个

市县来馆陶考察交流，入选中国乡村

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国家旅游局下发 2016 全国 747

个优选旅游项目名录，馆陶粮画小镇

旅游开发项目位列其中。今年国庆

节假期，粮画小镇迎来客流新高峰，7

天时间共接待游客22.1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834万元。

寿东村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于是一个新

的目标清晰呈现出来——申请国家

级、省级优秀小镇。

突破短板引人才是关键

相关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寿东村

在产业和旅游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诸如产值不大、团队营销

不足、人才缺乏等瓶颈。

有分析认为，这就造成粮画产值

不大，在规划建设、项目管理、投融资

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无

法吸引更多企业家投资。

有投资者建议张海增在粮画产

业的发展中，其实资金并不是急需要

解决的问题，相反，一个专业市场营

销团队是最重要的。

专家建议，在发展小镇的时候不

要单纯去追求产业上的突破，在产业

生态、规划发展上有所提高才是粮画

小镇持续发展的重头戏。

业内人士表示，小镇的发展也是

一个集聚人才的过程，一些职业工人

对特色产业的规模发展至关重要，因

此，小镇可以试着与一些职业学校对

接，如何吸引高端管理、投融资人才

亦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特约记者 董克伟

本报记者 汪晓东

馆陶县寿东村：粮画产业带来经济腾飞

蔚县暖泉古镇：双产业模式绽放新生机 唐山滦州古城：
吸引资本打造旅游名片

10月19日至20日，第六届中国滦河文化节举行，在同期举

办的招商洽谈会上，共洽谈成功项目12个，总投资41.01亿元。

滦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永新在文化节上表示，成功打响的文化

旅游品牌，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让滦县收获了“中国最具投

资价值旅游城市”、“全国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同时

促成了大批优质投资项目。

滦县相关政府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滦县旅游产业

的异军突起，主要还是得益于“滦州古城”的兴建。经过几年的

发展和完善，如今的滦州古城已然成为滦县经济发展和对外宣

传的一张亮丽名片，并在滦县现在以及未来的旅游文化产业发

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传统能源城市靠“古城”转型

2000年以前的滦县（古称滦州），有“河北钢铁粮仓”之称，亚

洲第二大铁矿、储量23亿吨的司家营铁矿就位于此。“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地泥”是当地人对那时滦县环境的形象描述。

为了推动传统能源城市的转型，滦县县委县政府自2009年

开始，投资10亿元启动征地拆迁工程。首先被吸引来的就是曾

经在全国各地开发了十多个文化旅游古镇的伟光汇通公司。

2010 年4月，规划总投资52 亿元的滦州古城项目开工建

设。到目前为止，核心旅游区建设已基本完成，且于2014年5月

获选国家4A级文化旅游景区。

伟光汇通商业运营总监李娟告诉记者，滦州古城一期于

2012年5月开放，2015年客流量达到670万人次，今年预计游客

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古城内入驻商家总数至今已超过400户，

而以滦州古城为龙头的整个滦河风景区还带动了周边多个农家

院，其中受益的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居民。

李娟说，现在的滦州古城在之后还将升级，不过这一切除了

企业自身的实力与努力，也离不开地方政府超前的发展眼光和

政策扶持与引导。

旅游项目强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发展文化旅游几年来让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也进一步增

强了滦县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转型的决心和力度。

滦县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刘海清告诉记者，2011年至今，

滦县先后投资将近200亿元开发建设滦河文化产业园区，其中24

个项目投资过亿元。该县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130多个县中排

名上升至第9位。这其中，文化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到10％以上，其对滦县地方经济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刘海清告诉记者，目前滦县县域内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旅

游产品体系，其中“滦州古城”被河北省确定为精品旅游文化景

区。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研究在滦州古城周边开发配套的产业

项目，以“古城”效应的辐射力和影响

力带动新产业的孵化和发展，将旅游

文化的蛋糕进一步做大做强。

刘海清透露，滦县正组织有关部

门和专家对以滦州古城的旅游文化效

应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配套组团发展

的可行性方案，将在短期内拿出规划

方案上报，力争进入下一批的国家级

“特色小镇”项目，最起码也要列入省

级扶持发展的名单中来。

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刘海

清也坦言，和国内其他许多先进地区

相比，滦县距离真正实现旅游产业转

型还有一段路要走。究其原因，虽然

最近几年开始做旅游产业，但整个城

市的运营思维还不够新，不够活，需要

进一步学习和转变。发展旅游产业，

所需要的思路、政策、投运营理念应该

跟能源型城市完全不同，需要政府职

能的变化，这些方

面，滦县还在探索

中。

(上接第三版)在这个大格局下，石门

镇以其交通便利、资源条件好、经济发

展特色明显等特点，成为卢龙县重点

打造的县域副中心，是承接中心城市

和县城辐射、带动乡村发展的节点纽

带。

与住建部发布“特色小镇”名单选

中石门镇不谋而合的是，早在 2000

年，石门镇就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城

镇建设示范镇，2004年又被定为省级

安全生产示范镇。2015年，河北省提

出，要打造100个特色小镇，利用其特

点，依托各自优势，辐射带动区域发

展，到2020年，形成一批经济发展、环

境优美、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小城

镇。在这一名单中，石门镇赫然在列。

政策红利引领广阔空间

尽管未来美丽动人，现实却往往

显得很“骨感”。眼下漫步石门镇中心

城区，简陋平庸的楼房建筑，闲散无

聊、四处游荡的街民以及由于 205 国

道穿城而过，大货车的轰鸣声和尘土

飞扬，让人避之不及。这一切，也许很

难感受到“中国特色小镇”的魅力和玄

机。

宣传部网信办主任王全保告诉记

者，近些年由于产业升级转型的压力，

地方招商引资困难加大，卢龙县也一

直在摸索和思考“十三五”期间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模式和路径，石门镇入选

住建部的“中国特色小镇”名录，无疑

给石门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

机遇和更大的想象空间。

不过，王全保也坦言，这一“殊荣”

对卢龙县和石门镇来说，多少显得有

点突然，大家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准

备。接下来，石门镇的发展思路与规

划可能还将做大幅度的提升和改变。

目前，县里已着手开始组建班子，并准

备分赴其他先进地区考察学习，迎接

即将到来的发展新高潮。

而特色小镇的消息对于已经在石

门镇落户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意外之

喜。已经在这里做了六年建材生意的

私 营 老 板 告 诉 记 者 ，他 是

2010年经当地政府在江西招

商引资过来的，目前他的投

资规模已经比六年前扩大了

三倍多。

罗志辉表示，

石门镇的交通条

件比较好，城乡发

展的空间

都 比 较

大，生意做起来顺风顺水。如果特色

小镇的发展，能带来人口和产业的集

聚效应，肯定也会使他的建材生意更

上一层楼。不过，他认为，地方政府应

在改善空气和环境污染方面下更大功

夫，毕竟，人不能总生活在雾霾和污水

包围中。

本报记者 汪晓东

他们如何借机搭车？ 在中国打造特色小镇的大潮中，那些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产

业的传统城镇和乡村，如何借力突围，实现华丽转身？

““镇镇””兴之路兴之路··河北河北··调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