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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天津规模初现
在建设特色小镇方面，天津有哪些产业和区位优势？有哪些亮点和精彩之处？天津将如何发展

特色产业让小镇实现“特色”生长？未来有哪些规划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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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天津市

政府先后3次发布了推动特色小镇

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可以预见，大

力推动特色小镇的建设，将成为天

津市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抓

手，并把天津的城镇化建设推向新

的高度。笔者在天津走访特色小镇

时也切身体会到天津市各地对特色

小镇建设的巨大热情和期盼。

天津作为毗邻北京的直辖市，

地理位置特殊而重要，从城市地位

和规模、交通环境、产业基础等方面

来看，天津提出建设“颜值”高、制度

新、活力足的特色小镇，具备客观的

便利条件和基础。在全国各地特色

小镇建设如火如荼，浙江、贵州等地

领先一步的情况下，只要规划科学、

措施得当、脚踏实地，天津的特色小

镇建设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走

出一条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发展

的快速路。

在天津，声名远播的小镇已然

不少：“年画之乡”杨柳青，因小站米

而闻名的八里台，发力智能制造的

华明，拓展电子商务的崔黄口，汽车

配套产业聚集地中塘，打造大健康

产业的团泊……这些“颜值”各异的

特色小镇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和示范效应，为天津市下一步的特

色小镇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

鉴和范例。

天津各地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

程中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

试，比如成立“特色小镇规划建设联

席会”推动工作机制的创新、改革建

设用地征用模式、吸收社会资本，探

索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的建设新路

等，取得了一些经验。但特色小镇

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天津市

特色小镇建设在现代产业、民俗文

化、生态旅游、商业贸易、自主创新

等方面的探索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特色小镇

建设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新

型城镇化建设、彰显特色传统文化，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住建部、发

改委和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

育工作的通知》精神，培育特色小镇

要坚持突出特色，防止千镇一面和一

哄而上。各地应根据区域发展的实

际情况和自身核心竞争力进行规划

设计，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

是根本原则。有鉴于此，天津市应力

避重数量、轻质量，重政绩、轻实效，

脱离实际、盲目攀比，以及千城一面、

同质化倾向严重等“常见病”，而更多

地在“新、奇、特、美”等高“颜值”上做

文章，精雕细琢出风格迵异的特色小

镇，闯出一条风光旖旎的特色小镇建

设新路。

在产业园区带动地方经济的同

时，特色小镇经济席卷全国。2016

年以来，天津市先后发布了《天津市

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推动方案》、

《天津市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指导意

见》、《天津市推动特色小镇规划建

设工作机制》等一系列文件，正式启

动特色小镇建设模式，实现人、地、

钱、房等各种资源优化。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天津市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天津在武清区

崔黄口镇、滨海新区中塘镇入选国

家级特色小镇名单之后，第一批市

级特色小镇创建和培育名单也正

式公布。天津市提出，到 2020 年将

创建10个市级实力小镇、20个市级

特色小镇。这些“颜值”高、制度

新、活力足的特色小镇正在将天津

城镇化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定位特色产业
打造特色小镇

根据规划，天津市特色小镇将

在现代产业、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商业贸易、自主创新等方面竞相展

现特色，建设成一镇一韵、一镇一

品、一镇一特色的实力小镇、特色小

镇、花园小镇。

“天津要在打造十大先进制造

业的基础上，建设特色小镇。”天津

市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除在

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现代石化、现代冶金、

航空航天、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10个领域建一批特色

小镇外，还将打造一批集旅游和社

区功能于一体的专业特色小镇。

据记者了解，天津市提出的特

色小镇都有各自的产业定位和特

色。实力小镇经济实力要强、功能

集成要完善、具有独特的发展魅力，

GDP 要超 200 亿元、全口径财政收

入要超40亿元；特色小镇要从现代

产业、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商业贸

易、自主创新等多方面谋划发展，一

个特色小镇可以有几个特色街区，

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

右，建设面积一般控制在1平方公里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0 亿元以

上（商品住宅和商业综合体除外），

信息经济、金融、旅游和历史传统产

业特色小镇总投资额可放宽到不低

于30亿元，特色产业投资占比不低

于70%，旅游特色小镇应参照结合国

家A级旅游景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

标准有关内容进行建设；花园小镇

主打“新型智慧城镇”，做到“精细

化”、“精致化”，居住社区城市绿化

覆盖率要达到40%以上，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和污水处理率要达到

100%，主要道路绿化普及率要达到

100%。

政策助推
特色小镇发展

在建设用地方面，天津市提出，

如果项目够强大，农业用地就可以

转用为建设用地。“存量用地”是建

设特色小镇的首选用地。如果存量

用地不够怎么办？天津市建委工作

人员向记者解释，也可以申请增加

建设用地，但有一个要求，所建的特

色小镇项目要具备特色产业聚集程

度高、辐射带动作用强、具有高端高

质的行业龙头企业集群等三大性

质。如果具备这三大性质的项目，

就可以由各区带着项目申请办理

“农业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手续”。

在人才引进方面，对支持特色

小镇建设的以成建制形式整体迁入

天津市的企业、研发机构，在办理首

批人员调津过程中，凭相关资料，在

保证调津人员中有50%以上符合本

市引才条件的前提下，对其余虽不

具备本市引才要求的学历、职称条

件，但原已在该单位工作、且迁入本

市后单位仍然急需的管理、专业技

术及技能型人才，可同时予以调入，

配偶及18周岁以下子女可办理随迁

手续。

在财政方面，设立市级特色小

镇专项补助资金，一是对经市人民

政府批准同意的特色小镇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二是对验收达标的特色

小镇，市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资

金500万元。

天津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只要是列入市级特色小镇创建

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均可享

受“两行一基金”贷款融资政策，列

为市发展改革委申请国家专项建设

基金范围。

成立特色小镇联席会
统筹协调

随着推动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

作机制的出台，天津市专门成立了

“特色小镇规划建设联席会”，联席会

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创建考核组、

规划编制组、协调推动组和综合政策

组4个工作小组，全程把关特色小镇

建设过程的点点滴滴。并且特色小

镇的建设工作由政府提供服务保障，

吸收社会资本，由企业投资建设。

据天津市规划院规划师介绍，

与以往示范镇相比，特色小镇具有

四大特点：一是重运营、轻开发。特

色小镇的建设不再以简单的大规模

开发为主，更多引入城市运营的理

念，把文化功能作为“内核”，充分挖

掘、展示地域优秀传统文化。二是

重市场、轻行政。特色小镇具有紧

凑而明确的空间范围(3平方公里左

右)，更强调“转型”和“创新”的含金

量，它集聚的是整个产业链中一部

分高端的核心环节，以及与主导产

业相互关联、共存、促进的各种创新

功能、服务功能、社区功能、文化功

能等。三是重“颜值”、低成本。特

色小镇在满足小镇居民产业、居住、

游憩等功能基础上，更强调精细、美

观而具有地域辨识性，更加强调小

镇绿化景观等的塑造，实现城乡空

间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四

是重制度、轻蓝图。要“一镇一策”，

“一类一策”，摒弃“先拿牌子、政府

投资、招商引资”的传统做法，同时

对特色小镇的企业全面实现电子化

审批。

天津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提速
本报记者 洪鸿

董克伟

如何让小镇更具“颜值”？

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