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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将统筹推进三大战略和

“四大板块”发展，实施好相关规

划，研究制定新举措。推动国家

级新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创新

发展。支持资源枯竭、生态严重

退化等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有专家认为，对于中部以能

源为主的产业园区，如何破中求

立，既要转型发展，又要加快发

展，这是目前要面对的挑战。

同质化没有出路
在过去的数年中，即使拥有

资源禀赋，中部产业园区仍然疲

于应对经济下行及同质化竞争的

严峻形势。

一部分中部园区还存在总体

规模不大的问题。园区企业数量

少，规模小，经济总量不够大。缺

乏大规模高新技术领军企业，缺

少产值超十亿元以上的大企业、

大项目。

“发展水平还不高，缺少集聚

效应,大部分还处于‘散、低、小’的

发展阶段。”一位不愿具名的园区

高管说，企业管理相对滞后，多数

企业未能按现代管理制度运行，

企业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较少，

经营管理性人才紧缺；部分企业

的科技含量低，自主开发能力不

足，产品的附加值不高，产业规

模、产品市场占有率还普遍较低，

尚未形成促进发展的技术支撑体

系。

山西财经大学刘海红认为，

入园企业生产的产品总体上表现

为三多三少，即短线产品多、长线

产品少，初级产品多、高科技产品

少，小批量产品多、大规模产品

少。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企

业市场竞争力不强。

据了解，部分中部地区的产

业园区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但一

个问题是，由于未能在资源、产业

链等方面寻求突破，毗邻地区、园

区之间又没有清晰的产业定位和

差异化方向，导致一些产业园区

建设陷入了粗放式扩张状态。

在中部园区中，由于煤炭等

资源禀赋相近，在产业选择上，也

以电力、煤焦化、煤化工等产业为

主，同质化竞争严重，造成了极大

内耗。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

资源枯竭如影随形的形势下，生

态受到严重挤压。

生态推动产业集聚
如何破解上述壁垒，实现生

态产业集聚？这对于中部园区的

发展极为重要。

在刘海红看来，不少资源类

型相近的中部地区一定程度面临

资源枯竭的压力，同时面临生态

退化的危机，这对于当地产业园

区影响不小。因此建设一批绿色

环保性园区推动产业集聚是破中

求立的关键。

“ 产 业 园 区 是 集 聚 产 业 项

目、支撑结构调整和承接外来产

业转移的重要平台，面对同质化

竞争，中部园区发展方向应是低

碳、绿色、环保，发展定位为‘产

业桥头堡、经济新引擎、生态示

范区’。”梁威工业园区负责人告

诉记者。

右玉县梁威工业园区位于县

城西南部，东至虎山线，南至旅游

路，西至新规划虎山线，北至北外

环，总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核心

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园区地

处大同、朔州、呼和浩特三市三角

地带，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

面对拥有优势，右玉县的做

法是，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园区基

础设施和承载能力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建成朔州市唯一的“生态

环保绿色”园区，园区以低碳、绿

色、环保为特点，园内企业多以农

副产品加工为主，生产出一系列

无污染、无公害有机绿色食品。

截至目前，园区基础设施累计完

成投资20亿多元，形成了“三横两

纵”（三横指园区主干道路、梁威

路、109 国道，两纵指虎山线和大

呼高速路连接线）的便利交通格

局。

中部园区如何突破传统资源

产业壁垒？以右玉为例，尽管当

地拥有煤炭资源，但绿色农业环

保已具规模。据了解，梁威工业

园区 2015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31

亿元，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6

亿元，主导产业集中度在 80%以

上。

梁威工业园区入园企业已达

17家，累计完成投资300亿元。建

成以当地小杂粮为原料建成以图

远、臣丰、晋西口、中大科技为主

的7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以当地

盛产的沙棘果为原料建成的汇

源、塞上绿洲、绿都等为主的5家

饮料加工企业；以当地畜牧业发

展为依托建成的西口羊羊、玉羊

公司等 3 家企业为主的畜产品加

工企业。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

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特色小

镇，其中以木屋元素为主打造的

一批旅游休闲小镇正在脱颖而

出。

莲山生态科技（江苏）有限

公司董事长、好家（常州）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忠明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结合自然山水和文化底蕴，

特色木屋将塑造出特色小镇的

个性基础。

通过结合木屋式的建筑，特

色小镇有望塑造出有特色的度

假地、主题公园、汽车营地等新

型旅游消费产品。

《中国企业报》：目前国内较

火的木屋式特色小镇有哪些，特

点是什么？

丁忠明：目前在江苏、浙江、

安徽、贵州、广东、广西等地都在

建木屋小镇，也都做得有声有

色。但是很多地区为了接地气

而刻意地将小镇建得非常有民

族特色，这样只迎合了外地人的

审美观，而整体的体验度太差，

当地人也觉得太粗糙不认可。

据我所知，吉林长白山旅游

区开发的木屋群，可能是目前居

住体验度最佳的木屋了，但由于

大部分采用重木结构，其宅内的

灵动性与现代感还略显逊色，尚

有改善空间。

《中国企业报》：木屋式特色

小镇主要适用于哪些产业，其产

业特点和特色是什么？

丁忠明：木屋与山水相映，

隐藏于云泮间，非常适合修身、

养心等休闲类产业。

城市居住者的旅游从以前

的到处去旅游——玩，看，大旅

行，发展到住下来，安下心静静

地发会呆。养下肺，静下心，不

看微信，看本好书，木屋最适

合。它天然的味道和纹理是最

能使居住其中的人静下心来的，

它温暖的木色，对人是一种抚

慰，而且木材的耐候性能是可以

建在南北东西、干湿多变的各种

地方的。

《中国企业报》：木屋式特

色同特色小镇之间如何深度融

合，从而做到不仅仅是盖几栋木

屋，喊一喊低碳环保的口号？

丁忠明：文旅都在用木屋做

概念，但仅是木屋还远远不够。

要让其有灵气，有体验，有认同

感，住过了就还想住。特色小镇

不一定要建成木屋式，但木屋肯

定能给特色小镇增色，木结构房

屋可以与任何形式的建筑进行

有机组合，可以为特色主题做亮

点，也可为小镇文化做映衬，更

能为小镇特色与环境做贡献。

《中国企业报》：请您介绍

一下国外木屋式小镇的发展，国

内从中可以学习或者借鉴到哪

些独特经验？

丁忠明：依山傍水，自然自

由地发展，不是小镇胜似小镇，

环境友好，人文友好，无围栏，人

真诚友善，这些都是国外小镇的

通用词。我个人觉得，一切还是

要结合国情，特别是要与我国的

乡规民俗民风进行结合，中国自

古的建筑讲究的是围合，讲究的

是邻里和睦，讲究的是大家庭文

化，所以，我们应该是活学活用，

有机结合。

《中国企业报》：您对国内木

屋式特色小镇发展有哪些建议？

丁忠明：标准的建立非常迫

切，由于木屋基本上是离地建

筑，规范要从简。地方规划部门

要放开思想，跟上形势，不能总

是强调地方特色与风貌，现代木

结构的外形与功能应该可以给

设计师更多想象空间，而非城市

居民小区式的排排屋。

最后就是别过度地资产化，

引进资本固然是特色小镇发展

的关键驱动力，但是恒动力是特

色小镇长期发展的主题，百年木

屋，千年古镇将是我们这代人应

该坚持去为之奋斗的事业。

中部园区：从工业污染重地到生态示范区
本报记者 汪晓东

特色小镇+木屋：休闲旅游新时尚
本报记者 许腾飞

（上接第十三版）宠物小镇重点培

育宠物用品产业和宠物休闲旅游

产业这两大主导产业，将产业、旅

游、社区、人文功能融于一体，建

设成为集全国最重要的高端宠物

用品研发制造基地、时尚展销窗

口、主题旅游目的地和综合服务

中心为一体的特色小镇。

打响宠物时尚小镇品牌

新规划的平阳宠物小镇位于

平阳县水头镇溪心半岛，规划总

面积约3.3平方公里。据介绍，在

“十三五”期间，平阳宠物小镇将

建设 15 个项目，总投资达 52 亿

元。宠物小镇的旅游功能定位为

南雁景区的“旅游门户”，分为三

大功能区：一是结合游客接待中

心、宠物文化博物馆、产业研发与

公共服务中心和宠物产业总部经

济园组成的小镇核心区；二是宠

物用品产业核心制造基地，包括

科创园、电商园、生产示范园，以

及宠物用品小微创业园；三是以

旅游和居住为主的综合服务性功

能区块，包括宠物时尚主题乐园、

特色旅游村、宠物用品商业街和

综合商住区。

目前，平阳宠物小镇已完成

投资额10亿元，主要用于宠物用

品研发中心建设；引进宠物用品

企业高级以上职称或硕士学历以

上高端人才27人；皮革企业高级

以上职称或硕士学历以上人才15

人。宠物小镇基本完成了核心功

能设施、平台建设，初步打响宠物

时尚小镇品牌知名度。

值得一提的是，“宠物”主题

旅游将创新发展“宠物酒店”、“宠

物民宿”、“宠物农场”、“宠物医

院”、“宠物主题公园”、“宠物物流

中心”等，并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相信建成后的宠物小镇之

旅，将有趣而快乐，“萌”趣让人无

法抵抗。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