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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养生、大健康等方面

的天然优势，一些有着中医药资

源的地区开始挖掘其资源和文

化打造中医药特色小镇。而一

个个中医药特色小镇又成为养

老人群的好去处。

多部门政策扶持中
医药小镇

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单位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和《中医药健康服务发

展规划》等，都对中医药健康旅

游做出了规划部署，鼓励中医药

企业开发健康旅游产品，打造一

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中医药

文化小镇。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集

团董事长肖伟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随着

具有中医药文化背景地区的特

色小镇建设与中药企业联手，创

办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将

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业与文化

休闲旅游产业有机融合。肖伟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应鼓励

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治未病和慢

病人群的健康促进等方面快速

渗透；研究制定中医药健康旅游

服务行业标准，推动中医药健康

旅游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据了解，到 2020 年，浙江提

出将创建以中医药为载体的 20

个特色小镇、20个健康产业重点

园区，实施 100 个健康产业重大

项目，培育一批适用于家庭或个

人健康监测、功能康复的中医器

械产品骨干企业等。

2017年2月，安徽省发布《安

徽省中药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

建设一批中医药特色旅游小镇

和旅游度假村。《规划》提出，安

徽省将发展中医药旅游产业，借

助中药企业、名胜古迹以及温

泉、中药材种植基地、药用植物

园等资源，建设一批中医药特色

旅游小镇和旅游度假村。

各地中医药特色小
镇涌现

在特色小镇建设上走在前列

的浙江省，在推进中医药特色小

镇建设上也成绩不俗。浙江推出

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载体，聚

集中医养生、医疗、康复等资源，

提出在城市打造中医药一条街，

在农村打造中医药特色小镇。

比如杭州市上城区在百年老

店胡庆余堂、方回春堂等基础上

延伸开发了五柳巷中医药一条

街。磐安县依托中药材资源优

势，推进“江南药镇”建设，小镇规

划面积在1平方公里左右，计划3

年内投入30至50亿元，目标是将

其打造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中药

材贸易、休闲、养生目的地。

在富春江畔的浙江桐庐县，

当地传说中相传桐君老人是上

古时药学家，以擅长本草著称。

正是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

中医药文化基础，桐庐县在大奇

山 国 家 森 林 旁 建 起 了 健 康 小

镇。目前，桐庐健康小镇已经入

选浙江省第一批 37 个省级特色

小镇。

在安徽省第一批特色小镇

名单中，阜阳市界首市光武镇、

六安市霍山县石斛小镇均是在

打中医药养生牌。

河北任丘作为我国古代医学

家扁鹊的故里，在河北省级特色

小镇名单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任丘

市中医文化小镇等特色小镇。

河北省易县则是依托“紫荆

关边塞文化避暑休闲旅游区”，深

入挖掘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

素中医文化理论并提出打造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景区——蔡家峪

中医药文化旅游小镇。未来，将

通过让农民种植中草药花海和打

造特色民宿美食村等形式丰富特

色小镇内涵。

可以预见，随着各地中医药

道地药材资源和中医文化资源

的深度挖掘，再加之山水休闲旅

游业态的开发，中医药特色小镇

将会迸发出更大发展热情。

一是注意与周边地区

统筹发展。小城镇在环

境、资源、文化积淀等方面

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但

往往受限于发展空间狭

小。通过与周边地区，特

别是大都市保持良性互动

关系，小城镇可以在资源

整合和协同发展中受益良

多。

上世纪初，美国行政

管理与预算局就提出了

“都市统计区”（Metropoli-

tan Statistical Area）的概念，

将具有一定规模的大都市

与周边辐射范围内的多个

小城镇视为一个有机整

体。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

颁布了《首都圈整备法》，

确立了东京与周边地区共

生发展的理念，将首都周

边的 108 个农村小城镇纳

入到东京都市圈的规划范

围，让这些小城镇既可享

受到首都圈的政策红利，

又能充分开发周边地区的

广阔市场。

二是确保政府与市场

各司其职。在小城镇建设

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在不

同国家和地区扮演的角色

各异，但总的来看，二者都

不曾缺位。

小城镇政府的主要职

责就是完善基础设施。即

使是像美国那样以市场为

主导的城镇发展模式，地

方政府也要牵头负责完善

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

施建设，以创造良好的居

住环境和投资环境。对于

上级政府而言，维持公平

的市场秩序至关重要。在

澳大利亚，为防止城镇之

间因招商引资而引发恶性

竞争，一些州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协调措施，帮助各

个城镇实现信息互通和利

益共享。

三是突出地方特色。

小城镇应充分挖掘当地特

色，如果照搬其他地区的

发展路径，只会造成同质

化现象泛滥，不利于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

于以发展文化旅游业为主

导的小城镇，在对当地文

化资源进行商业化开发的

同时，还应注意保留当地

特有的历史文化风貌，避

免出现“千街一面”、“千楼

一面”的现象。

日本九州东北部的大

分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

起的“一村一品”运动，就

取得了巨大成功。该运动

旨在鼓励各地发现和利用

地方特色资源，包括文化

遗迹、农产品等，并将其打

造成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或产品。

（本报综合）

特色小镇必须要有特色鲜

明的产业形态。而对于有着特

色产业的广大乡镇企业集群村

镇来说，特色小镇也是其转型发

展的绝佳出路。日前，《中国企

业报》记者走访了以生产加工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并逐步形成产

业集群的河北音乐小镇、山东罐

头小镇等北方代表性特色小镇，

探寻当地乡镇企业在产业升级

转型中正在发力打造的一个个

特色小镇。

音乐小镇：乐器产业
与文化整合

周窝音乐小镇位于国家级

贫困县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境

内。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周窝

村引进第一家小型乐器加工厂

后，便与音乐结缘。历经多年发

展，小小加工厂现已发展成管弦

乐器产量全国第一、世界第二的

龙头企业——金音乐器集团。

在其带动下，周窝村乐器生产加

工企业目前已达 50 多家，从业

人员数万人，成为全国管乐生产

基地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之一。

河北省衡水市周窝镇副镇

长、音乐小镇管委会主任宗丙达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说，周窝音乐小镇形成了由生

产到销售、市场到服务、音乐人

培训到演出、旅游等一条完整的

商业链条，面对市场，由销售产

品转变为卖服务，进行人才培

养，市场开发，通过乐器产品的

供给侧改革，提升音乐技能的同

时引导消费，将音乐变成制造产

业的推力，不仅是经济支柱、产

业支柱，也成为生产生活不可缺

少的部分。

金音乐器集团总经理陈学

孔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说：我们制造的不单单是乐

器，更能创造出一种艺术化的生

活方式。如今，小镇以金音乐器

集团为依托，正在联合德国GE-

WA 乐器公司、北京璐德文化艺

术中心等企业打造中国武强国

际乐器文化产业基地项目。

陈学孔说，小镇由乐器起

家，靠音乐提升。发展音乐小镇

的同时，尚需要加大力度培育制

造业的发展。制造业为根基，小

镇是业态的表现形式，两者相辅

相成、互为发展。

罐头小镇：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

镇果蔬罐头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

市场搏击，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较

大的果蔬罐头加工基地之一，被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命名为“中国

罐头第一镇”，涌现出康发、奇

伟、玉泉、万利来、中海、清甜等

知名品牌。目前，地方镇拥有罐

头加工及相关配套企业 127 家，

年加工各类果蔬罐头90万吨，产

量占到全国的近 1/3，年创产值

7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果蔬罐

头加工基地。

近年来，地方镇着力国际罐

头城打造提升，引导罐头企业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培育了果

汁、果冻生产等新经济增长点，

积极发展壮大其配套企业。目

前，地方镇已形成果蔬罐头加工

为主，果品生产、印铁制罐、玻璃

制品、彩印包装、信息中介、物流

配载、建筑安装、餐饮服务等相

关产业竞相发展的罐头产业集

群。

下一步，地方镇将高起点规

划建设罐头特色小镇，实施“旅

游+文化”，打造特色旅游镇。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镇

党委书记马超群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立足果蔬罐头产业集

群的优势，地方镇果断提出以打

造‘集约化现代罐头食品加工园

区’为核心，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

平管理’罐头小镇，全力把罐头

小镇打造成‘产业集聚、功能完

善、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生态宜

居五位一体’的特色小镇。围绕

打造罐头特色小镇，唱响有罐头

的地方就有‘地方罐头’。”

中医药特色小镇：借势养生养老
本报记者 范颖华

本报记者 马国香

特色小镇：乡镇产业转型出口

国外小城镇建设
三点启示

陕西西安市市民在环城公园石头上“热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