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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建设一

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

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产、二

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

专家指出，随着一号文件对特色

小镇的力推，将有助于农业类特

色小镇的脱颖而出。

做大做强
优势特色产业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的若干意见》（简称一号文件）

提出，将大力培育宜居宜业特色

村镇。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

力的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

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

步改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

合的特色村镇。

打造“一村一品”升级版，发

展各具特色的专业村。支持有条

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

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

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

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

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深入实

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

程，支持建设一批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城市发展

研究所所长余池明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城镇化

进入中后期之后，乡村旅游潮的

兴起是必然趋势。民间乡土工

艺、民风民俗、民间美食、传统民

居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传统与现

代交相辉映的旅游元素。特色村

镇建设要发掘农耕文明传统文化

和现代生态农业新文化，满足乡

村旅游的需求。

与特色小镇建设的核心要

求：发展特色产业一致，一号文件

提出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实

施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计

划，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

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建设一

批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原产地保护

基地，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

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

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

名优品牌。

三产融合
叠加产城融合
余池明认为，特色村镇与三

部委推出的特色小镇以及国家发

展改革委提出的特色小（城）镇相

比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以农

为本，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导向，主

要对象是农业地区的村镇，而不

是大城市郊区的卫星镇或特色小

镇。其次是名字叫村镇，即包括

村，又包括镇，要镇村联动，以镇

带村。形成农村二、三产业发展

的载体。既要做好建制镇的建

设，又要做好镇域内美丽乡村的

建设。再一点就是农村三产融合

和产城融合。提高农民收入必须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而二、三产

业天然必须以镇为依托，这样就

要求三产融合与产城融合结合起

来。

一号文件还提出大力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村

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

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

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

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

合。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

打造各类主题乡村旅游目的地和

精品线路，发展富有乡村特色的

民宿和养生养老基地。鼓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

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

企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也提出“将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

结合，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县

城、重点乡镇及产业园区等集

中”。而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

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

合，培育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

等专业特色小城镇，都将为特色

村镇建设提供新动能，为特色村

镇建设提供了机遇。

余池明指出，特色村镇的产

业支撑主要是延伸农业产业链，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围绕为

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发展农产品

加工、商贸物流等二、三产业。将

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

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

金融、人才
支持特色小镇
一号文件指出，支持各地加

强特色村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环境风貌等建设。将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

丽宜居乡村建设。这一要求和国

家级特色小镇的建设也相一致。

两者均强调环境优美，干净整洁

的美丽乡村建设。加强道路、供

水、供电、通信、污水垃圾处理、物

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

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村金融

创新。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

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

金融机构立足县域，加大服务“三

农”力度，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

用乡镇创建。探索建立农产品收

入保险制度。

同时还将支持进城农民工返

乡创业，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高校毕

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

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

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

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鼓

励各地建立返乡创业园、创业孵

化基地、创客服务平台，开设开

放式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

务。

而上述金融和人才方面的支

持，都将弥补和解决特色小镇建

设中的金融和人才缺口问题。

浙江：新增财政收入上交省财政部

分，前3年全额返还、后2年返还一半给当

地财政。

河北：省级财政用以扶持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平台等专

项资金，优先对接支持特色小镇建设。

鼓励和引导政府投融资平台和财政出资

的投资基金，加大对特色小镇基础设施

和产业示范项目支持力度。省市县美丽

乡村建设融资平台对相关特色小镇的美

丽乡村建设予以倾斜支持，对符合中心

村申报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按照

全省中心村建设示范点奖补标准给予重

点支持，并纳入中心村建设示范点管理，

对中心村建设示范县（市、区），再增加

100万元奖补资金，专门用于特色小镇建

设。

内蒙古：各级财政统筹整合各类已设

立的相关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特色小镇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在镇规划区内建设项

目缴交的基础设施配套费，要全额返还小

城镇，用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辽宁：研究制定相关配套优惠政策，

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支持特色乡镇建设。

列入省级新型城镇化试点，并可推荐申报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镇。省财政通

过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各地推进

特色乡镇建设。

山东：从2016年起，省级统筹城镇化

建设等资金，积极支持特色小镇创建，用

于其规划设计、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等。鼓励省级城镇化投资引导基金

参股子基金加大对特色小镇创建的投入

力度。

安徽：整合对特色小镇的各类补助资

金。省发展改革委支持符合条件的建设

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省财政对工作开

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奖补；市、县财政

要进一步加大特色小镇建设投入。

福建：新增的县级财政收入，县级财

政可以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特色小

镇建设。发债企业1%的贴息，省地各承

担一半。50 万元规划设计补助，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各承担25万元。

甘肃：省级财政采取整合部门资金的

办法对特色小镇建设给予支持。同时采

取“以奖代补”。特色小镇建设用地的租

赁收入以及小城镇基础设施配套费。

海南：特色风情小镇建设项目和资金

上优先；建议预算安排一定资金；村镇规

划区内建设项目缴交的基础设施配套费

全额返还小城镇；部门整合支持。

设立产业小镇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重

点用于产业小镇的产业培育；各方面的财

政专项资金（基金）在符合投向的情况下，

要向产业小镇的产业发展及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等项目倾斜。新增财政收入部分，

省财政可考虑给予一定返还。

重庆：加大市级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

投入，调整优化市级中心镇专项建设资

金，重点支持特色小镇示范点建设。特色

小镇示范点建设项目打捆纳入市级重点

项目。

陕西：重点示范镇每年省财政支持

1000万元，文化旅游名镇每年支持500万

元。

四川：从 2013 年开始，连续 3 年，每

年启动 100 个省级试点镇建设。省级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试点镇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试点

镇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市（州）、县

（市、区）财政也要安排专项资金，加大投

入。

贵州：加强资金筹措：各市（州）、试点

县要加大本级财政对小城镇建设发展的

支持力度，在年度财政预算时要安排小城

镇建设发展专项资金，集中用于支持试点

县小城镇建设发展。“财政补助、信贷支

持、社会投入”。

广西：将整合涉及示范镇建设的相关

资金和项目，积极为示范镇争取专项和转

移支付资金支持。自治区本级资金补助

标准为每个示范镇 1000 万元，示范镇总

投资一般不低于2000万元。

西藏：财政安排 10 亿元特色小城镇

示范点建设工作启动资金。充分发挥援

藏资金在小城镇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本报综合）

各地特色小镇资金政策一览

一号文件助推特色小镇
本报记者 范颖华

北京大兴区的艺术梨花小镇，百年的古梨树旁建起了休闲木屋。本报记者 范颖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