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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日前下发通知表示，
2017年将在河北、山西等全国18
个省份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
点。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中表示，田园综合体
将对农业型特色小镇的发展给出
更加具体的方向和发展路径，并
注入新活力。

田园综合体
孕育新市场
《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

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办{2017}29
号）明确表示，2017年将确定在河
北、山西等18个省份开展田园综
合体建设试点，每个试点省份安
排试点项目1—2个。中央财政从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综合
开发补助资金中统筹安排，支持
试点工作。

早在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就
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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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牛联合创始人徐行之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前农村发展建设面临集体
经济疲软、劳动力空心化、基础设
施不全等痛点。田园综合体是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具体政策指
向，简单来说就是补钱、补地、补
机制、补固定资产，这些都是当前
农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的瓶颈
所在。此外，田园综合体对农业
型特色小镇的发展也给出了具体
的方向。”

可以说，田园综合体是集现
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
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
式。以美丽乡村和产业发展为基
础，将扩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实现
田园生产、田园生活、田园生态的
有机统一，以及和一二三产业的
深度融合。

徐行之对记者表示：“田园综
合体就是通过以企业和地方合作
的方式，对原有乡村社会进行综
合的规划、开发和运营。英国学
者霍华德1899年提出‘田园城市’
的概念，虽然和现在的田园综合
体有一定的区别，但出发点都是
为了结合城市、乡村各自的优点，
创造更好的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
环境。”

田园综合体
与特色小镇天然契合
从市场前景来说，以田园综

合体为理念打造的特色小镇将具
有超前的市场定位和市场规模。
徐行之表示：“翻看美国历史可以
发现，美国的城市人口大规模像
郊区流动后，反而导致了城市空

心化，而我国的问题恰好相反是
农村空心化。”

他对记者说道：“城市可以提
供好的工作，乡村可以提供好的
居住环境，鱼与熊掌兼得就导致
高昂的出行成本。比如说美国曼
哈顿，通常在城市工作周边小镇
居住的代价就是往返4小时的车
程，这让城市和周边小镇都围绕
汽车做了工作，被汽车占领，而高
昂的转移成本也使得产业乡村化
成为泡影。”

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国家

迟早也会遇到，而
以田园综合体为内
涵打造的特色小镇
将会有效地避免这
类问题。可以预见
的是，通过在乡村
建立居住和产业结
合的共生体一定会
成为趋势，这样的
市场必然会迎来广
阔的发展空间。

如果说产业是
特色小镇发展的核
心，那么人就是特
色小镇发展的灵
魂。田园综合体通
过推动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实
现特色小镇由单纯
观光向农业观光、
农事体验、农耕文
化品位相结合的复

合功能转变。这种转变也让更多
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缓解
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乡
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新农民”“新产业”
“新业态”是核心要素
以田园综合体为方向的农业

特色小镇，内涵是新业态、方向是
新产业、构成是新农民。传统的
农业乡村只是以单一的经济产业
或农作物作为主要支撑。而一个

完善的田园综合体是各类新产业
叠加的特色小镇，是包含了新型
的仓储、金融、工商等行业的三产
融合体和城乡复合体，是以交通、
物流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为支撑的
经济空间，实现人流、物流、信息
流一体。

“新农民”是指通过对农业乡
村的产业化改造，让外出务工人口
回流，消灭农村空心化，打造农业
特色小镇人口化基础。徐行之对
记者表示：“外来务工的成本和代
价是非常高昂的，但现在很多人宁
愿支付高昂的代价‘走出去’，也不
愿意‘留下来’。如何让这部分人
成为农业改造的支持者和参与
者，田园综合体是个很好的方
案。”这个方案在很多地方已经取
得了极大的成效。

例如，浙江缙云笕川村经过5
年的建设，已经有着笕川花海之
称。打造美丽经济是这个小村的
口号，通过花海的打造，推动了村
中民宿和农家乐的发展；而村民
集体入股又成为打造花海的独特
方式。通过入股和民宿等方式，
实现了笕川村村民的回流，也让
笕川村的发展同每一个村民紧密
相连。

浙江瓯海盘垟村通过文化创
意积极打造“隐墅模式”，打造独特
的文化社区。随着村庄的人气渐
旺，外出的村民也纷纷回归故土有
了自己的事业，农家乐、各类的娱
乐设施也反哺了盘垟村的建设。

文旅特色小镇已成为特色小镇建设
大潮中的一支文化产业生力军。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该如何将非
遗文化元素注入特色小镇的发展中，是每
一个文旅特色小镇要考虑的问题。

“复兴”非遗文化
形成原创IP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振兴传统工艺”被列为“十三五”时期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同时，进一
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
向，倡导让传统工艺更好地走进现代生
活，在提升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2015年，为了将淹没千岛湖底60多年
的水下古城再现，为了复活沉入千岛湖底
近60年的水下古城，复活被人们遗忘了的
新安文明，寄托30万移民乡愁，杭州新天地
集团一举注资6亿元，打造了具有可持续完
整产业链和独特地方文化IP的特色文旅小
镇——文渊狮城。

600多米的老街，老石板、旧门板、白
墙灰瓦纵横交错。作为杭州市确定的13
个风情小镇之一，文渊狮城以水下古城文
化、狮城民风民俗、狮城大户、传统礼仪、
古老生活方式等为题材，生活化、场景化
打造，展示狮城百年沉浮，重现曾经浙西
小天府的繁华盛况。

淳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章传强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借助国家政策的东
风，在淳安县姜家镇旅游振兴的大背景
下，文渊狮城应运而生。经过一年的发
展，不仅游客纷至沓来，就在不久前，文渊
狮城还成功列入创建国家4A级景区名
单，未来的文渊狮城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
的光芒。

据杭州新天地文旅集团总裁林瑾介
绍，杭州新天地集团是一家以文化再造
为核心的文商旅复合运营商，一直都在
致力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语
境中再造价值。文渊狮城整个产品的规
划和接下来的布局，都将会围绕这一宗
旨进行。

“继浙江大区域不断取得成功之后，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在重庆核心区块拿下
市政府一号文旅工程——十八梯项目。”
林瑾说，十八梯是老重庆繁华核心区，对
它的开发完全不同于普通商业开发、住
宅开发，而这正是新天地集团的优势所
在。

文旅小镇要根植本地文化
“文旅产业要想开枝散叶，必须根植

于本地文化。”林瑾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到千岛湖做
文渊狮城这个项目时，做了深入调研，
了解到被深埋水库底下的两座千年古城
曾经文化昌盛、百工兴旺，有很多优秀

的特色文化、手工技艺，比如麻绣、绣花
鞋、里商仁灯等等，但是和全国各地的
非遗现状一样，濒临失传，十分可惜。

据介绍，当时他们就下决心，把这些
本土文化、传统技艺，用活化的方式展示
演绎，使它们进入游客的视野，进入人们
的生活，重新成为一个产业，获得自我造
血功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为此，文渊狮城引入了非遗传人、民
间匠人、美院师生、独立设计师，用活化
的方式展示演绎，把传统非遗、民俗民风
和时尚文创进行跨界融合，生产定制纪
念品，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全过程
立体式的生动体验，让传统文化、手工艺
成为可看、可尝、可玩、可用的时尚消费
品。

例如，在文渊狮城，每一座独栋建筑
都以古老徽商所擅长从事的不同行业来
命名，比如丝绸人家，游客可以在这里
体验到养蚕缫丝的全过程；茶叶人家，
则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从采摘到翻
炒，直到喝上自己制作的新茶。

除此之外，文渊狮城还把园区里的
传统手工艺体验工坊免费提供给当地村
民经营，并为他们做培训、做推广。在
接下来的员工创业计划中，他们积极地
选择课程，主动认领手工艺店铺，并且
想出很多点子，经过设计师的加工提
高，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有了
稳定的客户需求，园区周边村民重新捡
起手艺，做来料加工。

非遗元素助力文旅特色小镇
本报记者 赵玲玲

田园综合体拓宽特色小镇想象空间
本报记者 许腾飞

（上接第二十一版）

9月底前各省完成推荐名单报送

《通知》要求，森林特色小镇建设条件必
须具有一定规模。一般应选择在森林分布集
中，森林覆盖率一般应在60％以上，森林景观
优美、周边生态环境良好，具备较好文化底
蕴、无重大污染源，规模较大的国有林场或国
有林区林业局建设。

同时，主导产业定位必须准确。主要依托
森林资源和生态优势，重点发展森林观光游览、
休闲度假、运动养生，以及森林食品、森林药材
等林产品培育、采集和初加工的绿色产业。

此外，对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林业局水
电路讯等基础设施是否较为完善、完备等方面
也做了硬性要求。比如：建设地点原则上要选
择在距机场或高铁站50—100公里范围内。

国家林业局表示，各省林业厅要尽快组
织力量对本省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森林特色
小镇建设情况和潜力进行调查摸底，填写森
林特色小镇资源情况调查统计表；同时，组织
森林特色小镇建设试点申报，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推荐2—3个国有林场或国有林区林业
局作为国家建设试点。

各省推荐的试点单位要提供3000字左右
的文字材料和小镇概念性规划，有条件的可同
时提供10—15分钟的视频材料。文字材料应
包括建设基本情况，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建设
方式、建设路径措施等内容；概念性规划应包
括小镇区域产业规划、功能布局、配套设施建
设、文化底蕴研究等。并于2017年9月30日
前将上述文字材料和电子版报送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将在各省推荐基础上，统筹考
虑区域布局、建设特点、发展特色等因素，确定
全国森林特色小镇建设试点单位，并予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