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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特色小镇优势尽显
入选全国特色小镇名单的武清区崔黄口镇和滨海新区中塘镇，分别有哪些特色产业？优势在哪

里？它们对于天津市其他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有哪些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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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奔驰在津围公路上，驶入

崔黄口镇地界，迎面而来的地毯制

造企业标志牌让人目不暇接，感叹

当地的地毯制造业果然名不虚传。

作为武清区的第一大镇，崔黄

口镇有着悠久的地毯制造历史，并

因此享有“地毯之乡”的美誉。然而

崔黄口镇作为住建部首批 127 个特

色小镇之一，其定位却并非地毯制

造业，而是依托天津京津电子商务

产业园而发展的新兴电商小镇。

从地毯制造到电子商务

作为小镇的传统产业，崔黄口

镇的地毯制造曾经颇有名气。然

而，受地毯产业附加值低、技术落后

影响，天津地毯产业园区发展缓

慢。园区一班人经过多方走访、调

研，积极规划转型发展，于2012年成

功引入知名电商企业唯品会；2013

年，正式明确以电商为主导的新型

产业目标，大力开启转型之路；2014

年，园区正式更名为天津京津电子

商务产业园。

据崔黄口镇党委副书记、特色

小镇创建办公室主任曹式泉介绍，

全镇现有地毯生产企业382家，从业

人员2.5万人。目前，镇政府采取了

多项举措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

级。包括规划建设传统产业物流

园，为传统产业转型搭建平台；筹建

武清区地毯、绢花、自行车、农产品

等电商专业平台，实现了传统产业

与电子商务的紧密结合，完成了从

地毯制造到电商主导的产业转型。

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在宏发路上，目之所及最高的

建筑就是天津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

管委会所在地。

记者从园区管委会了解到，目

前，园区累计引进企业1300余家，其

中电商及配套企业490余家，包括唯

品会、京东商城、酒仙网、发网、凤凰

网、携程等众多优质项目，形成了良

好的产业集聚效应。

距离管委会不远，酒仙网的企

业标志赫然映入眼帘，员工们在仓

库前熟练地进行分拣、打包的工序

操作。酒仙网电子商务（天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单长明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这里地理位置优越，离

北京近，交通方便，并且当地政府和

园区管委会对我们也很重视，在厂

房、办公区域、企业用工、手续办理

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

单长明透露，酒仙网在园区投资

6 亿元人民币兴建的酒仙网华北物

流中心，不只是亚洲甚至在世界上来

说都是储存酒类屈指可数的仓库。

沿着宏发路一直向西，绿化带

一路延伸。唯品会、普凯物流等企

业鳞次栉比的仓库相继映入眼帘，

电商小镇的产业布局可见一斑。

大约 15 分钟车程，毯诚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赫然出现在眼前。该公

司创办的毯诚网，是园区将线下传

统企业飞马纺织与慧聪网、发网等

专业电商及服务机构有效整合，共

同培育出的园区第一个“互联网+传

统企业”地毯垂直电商平台。

公司运营总监李云龙告诉记

者，“我们于2015 年底上线运营，主

要依托天津市地毯产业带的区位优

势，整合当地的产业集群资源。经

过一年多的发展，2016 年全年的销

售额约为6000万元。”

电商小镇宜业宜居

目前，崔黄口镇制定了一系列

支持电商产业发展的扶持措施。如

对大型电商给地建仓，对中型电商

建设电商核心区实现企业“拎包入

驻”，为小微电商建设小微电商孵化

器，并筹建传统企业创客中心，扶持

“草根经济”发展。

曹式泉对记者说：“崔黄口镇特

色小镇创建工作坚持产业强镇，着

眼于打造集电子商务产业基地、传

统产业传承发展高地、高端农业示

范基地、文化旅游胜地、生态宜居福

地为一体的电商特色小镇。预计到

‘十三五’末，全镇地区生产总值超

过 200 亿元，全口径税收突破 40 亿

元。”

未来，崔黄口镇仍然会以天津

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为核心，着眼

电商产业主攻方向，结合特色小镇

整体规划，集中力量推进小企业创

新中心、展示交易中心、中试转化中

心、产业服务中心等功能设施规划

建设。

生态宜居一向是崔黄口的“名

片”。“小镇将以生态、绿色、文明为

主题，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服

务，结合便民网上购物和网店进社

区等措施，高标准推动云社区、人才

公寓、花园洋房、福巷嘉苑住宅小区

规划建设和镇区改造提升，全面提

升群众生活水平。”曹式泉说。

位于天津市南部的滨海新区中

塘镇，以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宜居的

人文环境脱颖而出，成功登榜首批

中国特色小镇。

2017年1月中旬，《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中塘镇采访时发现，中塘镇

既保留了古村风貌，又展现了汽车

配套产业、现代农牧业的产业特色，

成为集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于一

体的企业集群及生产基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中塘镇最终的目标是要建设

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

文化气息浓厚、公共服务完善、人民

生活富足的现代化新型特色小镇。”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镇党委委

员、宣传委员曹俊义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曹俊义告诉记者，中塘镇的整

体定位和建设目标是以独流减河为

界，河东地区（老中塘镇区域）充分

发挥工业基础好、产业发展快的优

势，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实现农村楼

房化，建成智慧小城市；河西地区

（老赵连庄乡区域）借助生态环境

好、畜牧业发达的优势，大力发展旅

游观光、创客创智、农产品加工物流

等产业，成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示范城镇。

郭成春是中塘镇马圈村的一名

普通农民，他创建的春伟顺畜禽现代

化蛋鸡示范产业园区却“不普通”，该

镇一半以上的鸡蛋均出产于该园区，

园区科技化水平和示范带动作用在

新区乃至全市都首屈一指。

曹俊义告诉记者，按照中塘镇农

业发展规划，将依托神驰、腾源肉羊、

绿生源等龙头企业，重点加强牛奶、

肉羊、冬枣等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着重发展蔬菜、果品、肉类和水产品

的贮藏保鲜与物流配送，满足城市居

民对鲜活农产品的需求；建设大型农

产品物流交易中心，吸引、培育农产

品流通龙头企业，构建畅通安全的农

产品销售通道，完善集商贸流通、仓

储联运、加工配送、信息服务为一体

的农产品物流产业体系。

创建真正惠民的小镇

曹俊义介绍说，中塘镇创建特

色小镇是集聚创新要素的重要平

台，而非“新瓶装旧酒”。该镇大力

引入新项目、好项目，并围绕一个产

业做好项目组合，包括一二三产项

目的组合，生产、生活、生态项目的

组合，创建的是真正惠民的小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塘镇

通过传统农业都市化、畜牧产业的

旅游产品化革新，实现了以三产发

展带动一产升级，最终实现镇域整

体的产业升级。与此同时，该镇坚

持“企业主体，政府服务”。以企业

为主推进项目建设，凸显了企业投

资主体地位，做到市场主体不缺位、

政府引导不越位，厘清政府与市场

的边界，真正落实企业的主体地位，

政府重点抓规划引领、抓政策扶持、

抓组织推动。

2016 年以来，中塘镇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红利，积极引导辖区企业

创新发展，加快助推老企业转型升

级步伐。如今，在中塘镇的工业园

区内，科技型企业随处可见，结构转

型升级已初见成效。

大港汽车配件弹簧厂是中塘镇

一家具有近50年历史的老企业，主

要生产汽车稳定杆、悬架螺旋弹簧、

控制臂系列悬架件等4大门类30余

种产品。近年来，该厂的产品利润

空间在市场竞争中逐渐降低。针对

现状，大港弹簧厂相继进行了两次

大的技术改造，企业升级改造后建

成的新厂房投用后，自动化生产链

比老厂房减少了一大半用工成本，

生产效率也翻了三四番。在中塘

镇，目前因为转型升级而获益的企

业有近200家。

“在镇里一对一‘转型升级’培训

指导以及政策和资金扶持下，厂里对

主要生产线进

行了技术再升

级，同时推动了

产业链转型，这

就是我们厂成

功走出困境的

秘诀。”大港弹

簧厂技术中心

主任王立春告

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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