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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特色小镇颜值亮眼
天津的市级特色小镇如何定位？这些形态各异的小镇如何彰显自己的“个性”与“温情”？它们承

载着怎样的发展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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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杨柳青，人们首先想到的就

是杨柳青木版年画，这是天津的一张

“文化名片”。如今，这个有着千年文

化底蕴的小镇，出现在天津市首批市

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中，以民俗和民

间艺术、旅游文化为产业发展方向，

创建杨柳青文化旅游小镇。这让杨

柳青焕发出浓郁的现代化气息。

“河对岸的这个魅力元宝岛，是

未来要建设的重要旅游项目。”在天

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石家大院附

近，烟酒店的经营者指着石家大院

对面的大片区域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我们期待着早日建设完工，

聚集更多的人气，带来更多商机。”

非遗“打底”带火旅游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杨柳青木版年画曾使该地区出现

“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兴旺景

象，被推崇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首。

以这块金字招牌作为基础，杨柳青

镇的特色小镇发展方向与民俗、文

化和旅游紧密相连，古老的文化元

素正越来越深的与现代产业结合。

老街木门，高墙大院，古巷幽

深。夜晚走在杨柳青文化区使得记

者顿生“穿越”感。书本里描述的画

馆酒肆、大宅门里的红灯笼、关帝庙

前的舞台，在这里场景重现。瘦长的

深巷中有些商铺已打烊，大片的古建

筑群中透出温暖的光。

在杨柳青文化区易丰园商铺内，

正在喝茶的孙老板邀请记者去占地约

四千平方米的“赶大营文化馆”参观。

孙老板告诉记者，杨柳青镇旧有戏楼、

牌坊、文昌阁，现在石家大院保存完

好，游人络绎不绝。

数据显示，石家大院最初年接待

人次不到1万，经过多年保护、挖掘，

现年接待量达到了30万人次以上。

杨柳青镇将文化传承与商业相

结合，发展经济用来反哺文化和文

物保护，形成双向良性循环。

当地如家快捷酒店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已在杨柳青这家酒店工

作3年，每年接待来自各地的游客不

计其数，正是由于杨柳青这种传统与

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带火了酒店的

生意。特别是在杨柳青每年春节期

间举办的民俗文化旅游节上，20多道

传统文化节目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观赏历史文化的同时，众商家

的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

民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杨柳青镇正在将传统与现代融

合，近年来，杨柳青镇以民俗文化旅

游区为契机，在尊重历史、不割裂历

史的前提下，完整保存了历史遗存、

名胜古迹，大力拯救、挖掘了民俗文

化，蓬勃发展起民俗文化产业。

杨柳青镇副镇长潘峥2016年10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保护古

镇的“原汁原味”，杨柳青镇计划在三

到五年内将镇内的街景立面、地标性

建筑都融入民俗元素，让整个城镇充

满文化符号和文化气息，重现古镇繁

华、兴荣的景象，同时通过挖掘和发

展历史文化，使众多的非物质性历史

文化遗产得到了复兴发展。

潘峥介绍，杨柳青重视对历史

遗存、名胜古迹的保护、修复，把传

承历史文化、体现古镇风格的有价

值古建筑都完整保存。将政府办公

区、住宅区、商业区、教育区、工业区

以浅灰色为整体色调，让老民居与

现代建筑融为一体，用来体现出建

筑文化的一脉相承。数据显示，

2016 上半年全镇共接待中外游客

1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7.8亿元。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2016年以来，杨柳青镇在发展中

不断调结构、促转型，通过推进经济

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加快稳中

有进的发展势头，而越来越成熟的平

台也开始吸引众多企业落户。

杨柳青镇已成功与国开金融、

上海海炫世界文化、新城控股集团

等12家知名企业签约，总投资将高

达 395 亿元，项目涉及区域总部、特

色小镇综合开发、文化旅游、创意休

闲、电子商务、现代商业、智能制造

等领域，将为全镇乃至全区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诸多项目的落户将为杨柳青镇

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快速繁荣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马国香 汪晓东

西青区杨柳青镇：传统现代完美融合样本

随着小城镇建设的不断加快，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的镇域面貌快

速改善，团泊这座休闲特色小镇，也

以颇具特色的观光旅游和健康养老

产业发展布局，列入了天津市首批

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中。

团泊镇相关工作人员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2016年全镇预计

可实现生产总值7.4亿元，财政收入

1.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290元，

产业化进程加快，小镇正呈现出宜

居宜业的魅力。

发展观光旅游养老
做足“大健康”

位于天津静海团泊新城的光合

谷生态文化产业园占地 4500 亩，有

着适合每个季节游玩的区域，主要

分为青年文化区、温泉酒店区、湿地

公园区和设施农业区，游乐项目有

真人 CS、采摘、垂钓、动物园、游乐

场、温泉等，所选项目都适合一家老

小游玩。光合谷温泉酒店工作人员

郭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就是团泊镇

人，现在搬进了干净、明亮、适宜家

庭户型的楼房，收入稳定，全家人其

乐融融，以前进城务工的念头也早

已打消。

同样是产业园，位于团泊新城西

区的天津健康产业园则是以“大健康”

为特色，结合旅游产业，形成新型养老

旅游模式，发展高端养老项目。该园

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园区内的康宁

津园国际康复养老中心在建成后将

是天津市区域内规模、设施、功能都非

常出众的新型养老综合体，设计户数

2000余套，可为5000余名老年人提供

综合性一体化养老养生服务。

团泊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团泊镇

在特色小镇建设上，逐渐形成了产

业、文化、旅游、社区管理“四位一

体”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围绕

核心优势产业和资源，延伸完善产

业链，建立全产业链协作配套体系，

提高产业附加值和产出率。特色做

特、优势做大、产业做强，融入天津

特色小镇建设当中，使特色产业连

串成链，促进产城融合，打造一条生

产、生活和生态融合发展快速路。

打造特色小镇吸引力
促周边发展

作为推进天津示范小城镇建设

的基层见证者，团泊镇党委书记刘

振福对团泊镇打造的观光旅游和健

康养老产业特色化进程充满信心，

“继续将团泊洼风情小镇打造成为

天津南部宜居宜业的生态小镇和重

要的旅游目的地，这也是团泊镇经

济实力壮大的机遇期。实现预期效

果后，团泊镇发展将有一个大幅提

升。打造特色小镇的吸引力，对促

进周边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都将发

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之后的产业发展方向，刘

振福向记者表示，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和全民休闲时代的发展趋

势，按照提升团泊水资源，温泉资源

品质和旅游品牌，培育战略型支柱

产业，重点发展都市农业、新型工

业、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着

力打造一批产业带动能力强的项

目，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团泊镇将把设施农

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作为发展方

向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服务业

方面，将通过大力推进开发建设，带

动商贸旅游、娱乐休闲、交通运输等

方面快速发展。

依托团泊湖丰富自然资源打造

湿地观光旅游带，凭借“中国温泉之

城”品牌发展温泉休闲度假区，聚合

旅游景点提升生态宜居水平，是团

泊镇特色小镇发展方向之一。

刘振福告诉记者，启动团泊特色

小镇建设，围绕团泊洼地区文化资

源，加快建设孙犁、梁斌、郭小川纪念

馆和“团泊洼的秋天”旅游观光带是

今后的建设重点。目标是三年内把

团泊镇建设成5A级旅游风景区。环

团泊湖修建自行车骑行精品赛道、栈

道，满足不同层次人员骑行需求。

关于未来，刘振福向记者表示，

团泊镇将逐渐形成交通发达、环境

优美、设施齐全、旅游业繁荣的“特

色小镇”格局。

静海区团泊镇：“大健康”撑起产业新格局
本报记者 马国香

1滨海新区中塘汽车橡塑

小镇 产业方向：汽车橡塑

2滨海新区茶淀葡香小镇

产业方向：葡萄种植、深加

工、文化体验

3津南区葛沽民俗文化小

镇 产业方向：民俗文化

4西青区杨柳青文化旅游

小镇 产业方向：民俗和民

间艺术、旅游

5北辰区北辰经济开发区

长荣印特智汇小镇 产业

方向：印刷新型装备研发

及制造

6武清区东浦洼欧式风情

小镇 产业方向：商贸旅

游、商务会展

7静海区团泊休闲特色小

镇 产业方向：观光旅游和

健康养老

8宁河区潘庄齐心亲子蘑

法小镇 产业方向：休闲农

业、蘑菇产业和人文旅游

9宝坻区京津新城温泉小

镇 产业方向：温泉疗养、

旅游度假

10蓟州区下营山野运动

休闲旅游小镇 产业方向：

乡村旅游

【
在
建
中
的10

个
市
级
特
色
小
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