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产业园区建设离不开政策支持，

建议国家从战略高度强化顶层设计，鼓励

园区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大胆探索，并给予

新平台搭建、重大项目规划、投融资审批等

方面的政策法律支持。”全国人大代表，江

苏省泰州市委常委、医药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陆春云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

专业特色
是创新核心优势
在接受采访中，陆春云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结合中国医药城在推进特色

产业园区建设方面的实践，他主要有以下

四点思考：一、创新是推进跨越发展的第

一动力。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了

中国医药城在发展战略、思路和路径上，

必须始终围绕创新转，真正使创新成为中

国医药城建设发展的永恒主题。二、高端

人才是推进创新的第一要素。要把科技

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三、专

业特色是推进创新的核心优势。特色产

业园区应该创设专业化的机构、出台专业

化的政策、完善专业化的服务，紧扣特色

产业发展规律，使“专业化”成为特色园区

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优势。四、环境管理是

推进创新的根本保障。要把特色园区真

正培育成为创新的沃土，必须通过营造有

利于企业创新的产业环境、科研环境、服

务环境，使企业和人才能够引得进、留得

住、长得大、发展快，使各类创新要素在园

区生根发芽，使各类创新资源在特色园区

开花结果。

建议出台
支持创新政策
关于如何加快推进创新型特色园区

建设，陆春云认为：一、在更高层次上制定

特色产业园区战略规划，在更高层次上推

进产业优化布局，实行产业互补、互动，彰

显城市个性，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

二、进一步加强对特色产业园区的政策支

持。建议国家从战略高度尽快出台支持

创新型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例如，鼓励特色产业园区在体制机制创新

上进行大胆探索；优先承接自贸区、自主

创新示范区等区域的先行先试政策；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相关部委尽快

在创新平台搭建、重大项目规划、投融资

审批、财政税收补助、高端人才集聚等方

面给予具体的政策支持。三、建立符合特

色产业发展规律的考核评价机制。建议

国家层面建立科学合理的目标考核机制，

可对特色产业园区实施阶段性目标考核

评估检查。

“专业化”
成为特色园区最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丁国明 贺璐

（上接第三十七版）

中药材特色产业、
服务业收入突破五亿

磐安县“江南药镇”被列为省首

批特色小镇创建对象，由县委书记

牵头专门成立了小镇建设指挥部。

截至2015年底，已开发建设面积112

公顷，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商

品住宅和商业综合体项目）10.05 亿

元，吸引120家企业、990家个体工商

户、20 多个创业团队入驻。江南药

镇初见成效，中药材特色产业服务

业营业收入已经突破 5 亿元，百草

园、中医药文化特色街区、中医院、

康体养生园等项目也已经在规划建

设中，逐步将药镇的功能从简单的

种植、生产、销售延伸至旅游服务、

医疗保健、养生研发等多个领域。

江南药镇作为浙江省唯一一个以中

药材特色产业为依托的特色小镇，

正在成为全县加快跨越发展的新引

擎，为全县中药材产业转型发展提

供了新的契机。

日前，磐安县“江南药镇”与北

京本草百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正本药业）成功签约本草百年民

族医药馆项目。该项目首期投资

3000 万元，主要设有民族医药馆区、

民族医药保健康复区、民族医药特

色养生区、民族医药传统文化传承

展览区四大功能区。

（本报综合）

陆春云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泰州市委常委、医药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陆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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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小镇在国外的运行时间

要比我国长的多。这对尚处于起

步发展的中国小镇来说，会是一

笔宝贵的经验财富。为此，《中国

企业报》记者专门联系了德国联

邦外贸与投资署（GIAI），他们的

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一个德国

鲁尔区西北部的小城——博特罗

普（Bottrop）。

“取经”国际经验
德国博特罗普市，有着“城市

实验室”、“节能技术试验创新型

城市”等头衔，很难想象这样的头

衔会出现在一个曾经重污染的煤

炭城市。从烟雾缭绕到低碳环

保，从支柱型煤炭产业到放弃煤

炭，博特罗普这座从剧痛之后走

向巨变的小城市，对于中国当下

如火如荼的绿色小镇建设应当有

着深远的影响。

这座位于德国鲁尔区的重工

业边陲小城，曾经凭借着丰富的

煤炭资源得以迅速发展。这样一

个有着11万人的小城同中国的煤

矿大省山西面临的问题一样，随

着煤炭能源的地位日趋衰落和采

煤导致的环境问题，迫使小城开

始转型之路。在转型之路中，博

特罗普对于就业、招商、引资、项

目实施等诸多领域的尝试与探

索，对于今天的国内特色小镇的

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招商与引资是特色小镇发展

的两大难题，这两座大山迄今为

止仍是掣肘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在城市转型的引资方

面，博特罗普另辟蹊径。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同博特

罗普市市长办公室Dorothe Lauter

（多罗特·劳特尔）多次沟通和联

系之后发现，博特罗普通过打造

城市实验室的概念，吸引了大量

的公司和项目来进行节能环保试

验，这座小城市通过应用这些公

司的技术，以城市为主体来展示

它们的创新成果。在过去的三年

里，实现了四项节能的“未来房

屋”，通过日常铺路石来帮助减少

空气中有害氮氧化物粒子的水平

等等。

企业和科学紧密相连合作创

造协同增效效应，企业也通过技

术试验和输出确保自身效益。对

于博特罗普的居民来说，一些特

殊的试验区会直接进行经济补贴

综合房屋的节能减排情况以及能

源现代化使用率。2015 年，约有

382000 欧元作为补贴进行发放。

Lauter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超过

半数的业主将他们的物业现代

化，并进行整修。与此同时，博特

罗普市的市民有着很强烈的参与

意愿，因为他们作为业主、租客和

道路使用者是最重要的参与者，

他们的支持对于城市项目的进行

不可或缺。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

为创新城市项目签名。

城市吸引企业，企业带动就

业，技术成果反哺城市健康发展，

市民积极参与，博特罗普走出了

一条新型的城市转型加招商引资

的道路。对于中国特色的小镇来

说，这无疑是可以借鉴的。

打造中国特色的
“绿色小镇”

中国社科院循环经济重点实

验室主任齐建国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绿色

低碳型环保为元素打造的特色小

镇一定会成为一种趋势。但就当

下特色小镇实际的打造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难点。”

对于绿色小镇这样的体系，

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通过微电

网、微循环以及风能、太阳能甚至

包括一些地热能已经可以实现初

步的清洁能源的应用。但是从目

前来看，这些技术普遍存在着成

本较高、应用普及困难等问题。

对于一些生活水平相对落后、收

入较低的地区建立低碳概念的特

色小镇，从经济角度来说比较困

难。比如沼气新能源以及一些生

物资源的利用，如果没有配套化、

规模化的体系支撑，会形成在使

用过程中因为技术环境的不配套

而导致流产。有一些特色小镇引

入了户用沼气，用了一阵子结果

发现很难运转。而工程化的沼气

里面又涉及养护、费用缴纳体系

的建立等利益关系。

齐建国表示，我国因为经济

结构的原因还是较大依赖制造

业，经济的实体性较强，这就要求

在绿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要找到

实体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平衡点，

不能为了经济放弃绿色环保，也

不能为了环保放弃经济发展。

齐建国表示，我国目前正试

图引进一些这样的政策，但是在

具 体 的 落 地 上 还 存 在 一 些 难

题。有一些已经落实，比如家庭

光伏发电补贴，可是还有大量的

政策不配套，比如以沼气利用为

核心的绿色小镇如何配套到碳

排放的体系中去。他认为，特色

小镇可以作为政策落地的试点

来施行。

博特罗普小城带给绿色小镇的启迪
本报记者 许腾飞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一
家
商
场
在
屋
顶
阳
光
房
内
开
辟
了
大
片
屋

顶
室
内
菜
园
，供
市
民
认
领
种
植
。
这
片
菜
园
取
名
屋
顶
小
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