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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到农村，从边疆到内
陆，“特色小镇”发展态势如火如
荼。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补短
板”成为当前特色小镇健康发展
热议话题。

11月17日，浙江诸暨召开的
浙江省特色小镇补短板“学比赶
超”现场推进会上，前三季度“固
定资产投资低于３亿元”“特色
产业占比少于 50%”“非政府投
资低于 50%”“民间投资为 0”的
28 个特色小镇由于前三季度建
设进展慢、产业投资少、活力不
足等因素，被要求集体“补课”。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特色小
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翁建荣说，“比学
赶超”是比谁做得好，学比赶超
是先学再比，这场特色小镇推进
会针对的就是“落后生”，希望通
过现场观学、交流互动，来补齐
发展中的短板，提高整体建设质
量。

产镇融合带动新经济
有分析称，特色小镇是世界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一种
重要载体。特色小镇，首先是产
业之镇，是按照“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聚集
特色产业，集聚高端要素，融合产
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
创业载体。小镇的打造必须与产
业规划统筹考虑，小镇的延续和
繁荣，离不开产业区的支撑。

世界联合（北京）城市规划设
计院院长王川博士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说，特色小镇建设应当跳
出自身框架，从全局考虑，以生态
带为依托，整合相关资源，打造循
环经济综合体，综合多种业态、统
一打造，为小镇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流动性。特色小镇在规划的
过程中应当体现“天性、地性、人
性”的有机统一，以“文化”塑魂，
以“产业”兴镇，以“生态”涵养，让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产业和谐

相处，带动新经济、新产业、新商
业的发展，为当地老百姓创造更
多就业机会。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从特色小镇发展现状来看，有强
化地产开发，而轻视产业环境搭
建，违背产业发展规律，造成项目
落不了地，形成企业空巢，或产业
链条混乱现象。由于缺乏统一规
划，资源浪费、粗放发展、产业结
构趋同、定位不清、产业关联性
低，从而不得不面对科技创新、研
发能力不强、生态创新环境建设
滞后等各种挑战。

全经联金融投资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科技市场协会PPP创新
产业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单
光暄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说，产业、产业集群和产
业链的建设是特色小镇发展的
核心。特色小镇是一个产业的
空间载体，是打造产业集聚、创
新创业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服务的大平台，策划和规划、
产业的科学谋划和定位是关键，

根据地方既有资源优势，谋划创
新，定位产业，聚集资源，组合项
目，创新驱动，补足短板并延伸
产业链条，方能实现特色小镇的
可持续。

依托本地产业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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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指出，以农
业发展为主的特色小镇，需按照

“原住民、原产地、补短板”的原
则进行，以规模化种植基地为基
础，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
动，聚集现代产业要素，建设“生
产+加工+科技”一、二、三产融合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发挥技术集
成、产业融合、创业平台、核心辐
射等功能，吸引龙头企业和科研
机构建设运营产业园，发展设施
农业、精准农业、精深加工、现代
营销，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带动农业

产业全链条增值。
单光暄介绍，补短板就是补

足产业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培育
产业集群，植入“三生三融”的产
业循环体系，带动产业链条健康
持续发展。以农业废弃物为例，
通过高新技术将其进行无害化处
理，探索建立可持续性运营体系，
开展种养结合试点，试行规模养
殖配套建设节水、清粪、有机肥生
产加工等技术，推广“果沼畜”“菜
沼畜”“茶沼畜”等畜禽污综合利
用，种养循环的多技术模式，为产
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服务于
产业发展目标，进一步强化产业
特色，并以鲜明的主题提升当地
的产业和资源集聚度，补齐产业
链条中的“短板”，保障特色小镇
的绿色、生态、健康发展。

翁建荣说，确保特色小镇建
设取得实效，就要紧紧围绕高标
准、高质量要求，进一步学先进、
赶先进、补短板，注重高技术引
领、高标准建设，切实在“学比赶
超”中争先进、创一流。

特色小镇+民宿，你准备好了
么？无论是文旅特色小镇还是其
他产业特色小镇，宜居、宜游的功
能都是特色小镇的一大重要属
性。随着各地特色小镇的建设热
潮，古村落保护、开发和民居、民
宿热开始成为特色小镇的一大开
发亮点。

古村落资源有待唤醒
据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官

方统计，自2012年中国政府启动
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截至目
前，已将4153个具有重要保护价
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涵盖全国所有省 272 个地级
市、43个民族，大部分传统村落已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形成了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
保护群，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工
作取得初步成效。

可以说，作为国家级特色小
镇的认定主管单位之一，住建部
近年来将古村落保护和特色小镇
建设作为两手抓，双头并举。

而且，古村落保护和特色小
镇建设还有着融合发展，相互促
进的作用。在两年来国家级特色
小镇的认定名单中，安徽黄山市
黟县宏村镇（2016年）、河南许昌
市禹州市神垕垕镇（2016年）、浙江
嘉兴市嘉善县西塘镇（2017年）、
浙江衢州市江山市廿八都镇
（2017年）等特色小镇几乎都是古
村落属性的文旅特色小镇。

两年来，全国特色小镇中之
所以文旅特色小镇在入选名单中
占了半壁江山，更易入选，和其有
着古村落独特稀缺资源有很大关
系。通过开发古村落和民宿旅

游，上述古村落特色小镇成为文
旅特色小镇的翘楚。

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可以预见，未来，中西部有着
优质旅游资源和古村落资源的地
区，其特色小镇发展还将抢占先
机。

渐成投资新风尚
针对已公布的4153个传统村

落，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单位
已经开展“拯救老屋行动”，并探
索出了政府、社会、村民合作实施
保护古村落的新模式探索，从而
形成一批古村落保护活化利用的
示范案例。

对于古村落保护，在中央财
政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和各省
市文物局每年都对全国古村落的
保护有专门的资金安排和保护项

目安排。
古村落保护和修缮的专项资

金完全可以和特色小镇建设资金
叠加使用，使得资金发挥最大化
效应。

同时，国家文物局也表示，将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村落保
护活动利用工作。政府各有关部
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管理，
拓宽渠道，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古村落保护活化利用，多方筹
措保护资金。依托“互联网+”等
新手段丰富文物活化利用的内
容，推广 PPP 模式；探索社会力
量，使用古村落集体产权的一些
文物建筑在不损害文物本体和改
变所有权的情况下签订保护和使
用责任书，转让一定的所有权。
这些都将是打算打古村落、民宿
旅游开发牌的特色小镇利好的消
息。

在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利好
政策的大背景下，以古村落为依托
的民宿产业将成为我国传统村落
保护与特色小镇建设的新亮点。

目前，在各地文旅特色小镇、
旅游古镇、旅游景区等地，民宿业
已经成为投资风尚。浙江莫干山
地区的民宿业中，甚至出现了大
量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投资的“洋
家乐”。

事实上，在法国，对乡村旅游
发展起着主要支撑作用的就是遍
地可见、成熟的家庭旅馆。

依托特色小镇
民宿业加快发展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

家、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魏小安提出“泛古”、“全古
旅游”概念。他指出，从古道、古

渡、古关、古村落，旅游利用是“全
古”最好的保护手段，要少开发，
多利用，强保护。

魏小安表示，民宿之所以叫
民宿，不仅是住宿，更代表着一种
新型生活方式。民宿是一种整
合、一种提升，说到底，民宿姓民，
借助民间的闲置设施，利用民间
的资源、资金建设，为民众的新兴
需求服务。民宿利用乡村环境，
追求乡村意境，但又超越了传统
乡村，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
式。

目前，民宿的同质化、单一化
依旧是一个大问题。随着共享经
济向休闲旅游产业延伸，民宿产
业发展趋势也将是：产品主题化、
经营连锁化、管理规范化。

而特色小镇的出现，恰恰为
解决“民宿+集群”、民宿+互联网、
民宿+文艺、民宿+众筹、民宿+全
产业链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
平台。可以说，特色小镇将为民
宿提供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特色小镇在公共设施配
套、消防等管理上的优势也将解
决民宿管理上的非标准化问题。

对国内旅游短租市场权威数
据分析显示：目前，超过 70%的

“家庭型游客”不再选择传统酒店
公寓，而是对高性价比，能洗衣、
做饭，房东能够做向导的“网约
房”短租民宿情有独钟。目前国
内已出现了Airbnb、小猪短租、蚂
蚁短租、自在客、途家等多个房屋
租赁社区平台。

特色小镇的出现，不仅扩大
了民宿品牌创造的空间，还将提
升当地民宿业整体的组织化程
度。相比单个民宿的弱小，未来，
特色小镇这一单位将具备与上述
民宿租赁平台的最大、最有效的
谈判资格。

依托本地产业助力特色小镇“补短板”
本报记者 马国香

本报记者 范颖华

特色小镇唤起古村民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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