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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六版）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房地产

行业的突围路径，特色小镇成为
房地产行业的新风口之一。而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资本也加
入其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
相关项目达到上万个。

求大求全、同质化等
问题待解
按照浙江特色小镇的规划要

求，小镇规划面积一般为3平方公
里左右，建设面积1平方公里左
右，3年投资50亿元。记者注意
到，许多特色小镇除了投资规模
和强度与浙江不一样外，规划和
建设面积一般都和浙江大致一
样。

对于规划面积的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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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翁建荣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求特色小
镇的面积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
一方面是这样能做成，另一方面

是根据实际条件的需要。翁建荣
说，对一个镇来说，用 3—5 年时
间，可以充分调动现有资源，把这
3平方公里发展好。

然而，记者在多地采访时发
现，“大而全”似乎成了各地特色
小镇的标配。广东某建筑设计院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曾受邀
到安徽某地去做一个农业小镇的
规划，看到上万亩的面积感到愕
然，体量太过于庞大。在与投资
方沟通时得知，其目的就是为了
获得当地政府允诺的200多亩商
住地。“其目的就是为了圈地，不
可能做得起来的。”他说，像这样
的企业，最终连设计费都很难拿
到。

而记者在贵州某地一个农业
特色小镇采访时发现，其规划面
积是整个镇域范围，面积达到几
十平方公里。目前除了一个温泉
酒店、一个接待中心以及几百亩
药材种植外，基本没有其他内容。

另外，有的地方还提出了至
少达到3A景区、旅游小镇要达到
5A景区的要求，这对地方政府或

者开发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
使特色小镇只能“大而全”。

因地制宜是特色小镇建设的
基础。浙江大学旅游学院旅游
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认为，特色
小镇的大与小没有一定之规，需
要根据地方和产业自身的需要，
不要贪图过大，没有产业支撑，
这样的小镇肯定是没有可持续
性的。另外，宜居宜业是小镇的
基础，但不一定要宜游。周永广
指出，对于金融、科技、管理方面
的高端人才来说，吸引他们来小
镇工作的原因，除了有产业优势
外，良好、安静的环境也同样有
吸引力。

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方明表示，浙江经验说明
特色发展将是未来我国大多数小
城镇的主要发展方向。方明认
为，从浙江省的经验来看，特色小
镇在产业定位上应力求“特而强”
而非“大而全”，每一个特色小镇
都应有一个主攻产业方向；同时
在建设形态上应力求“精而美”而
非“大而广”。

加强监管成重点
“过热”毋庸置疑是业内人士

的共识。
针对当前的特色小镇建设热，

思凯来文旅创新集团董事长、总设
计师李涛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一切违背规律的发展注定失
败。”他认为，特色小镇能够建成并
运营成功的数字比例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小镇需要有
产业的引导和形成、特色小镇的集
聚、文化的积淀、专业团队的运营
操作以及时间的积累。

不过，特色小镇“过热”的现
象也正在得到调整。2017年12月
5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
布的《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
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称，
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对已公布的特
色小镇开展定期测评和优胜劣
汰。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沈迟在“2018
中国特色小镇博览会”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特色小镇建设正在经
历一个野蛮生长、快速扩张的过
程。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过热情
绪，相关职能部门发布指导意见、
调高监管定调，可谓及时而必要。

而在实践层面，为小镇建设
“降温”的行动也开始启动。今年
8月，浙江省对78个特色小镇进行
了考核，其中11个成绩不合格。
业内人士指出，这说明特色小镇
建设不再唯速度论，更加注重质
量，其他地区的特色小镇都应该
逐渐回归理性。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副
局长白津夫指出，要从实际出发
来考虑小镇建设，防止概念化、防
止房地产化，防止一哄而起。

特色小镇的2017：
躁动着，探索着，成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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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特色小镇建设
遍地开花，如何让特色小镇真正
具有“特色”，则考验着操盘方的
智慧和能力。《中国企业报》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文旅小镇
和康养小镇将“特”和“色”发挥到
极致，成为特色小镇中亮眼的风
景。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中国进
入大众旅游时代，健康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全
球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文旅小镇
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特色小镇特不特，看它经济

强不强。2017年，对于浙江乌镇
而言是划时代的一年，随着行政
区划调整，原有的乌镇镇和龙翔

街道、濮院的西浜村合并成为现
在的新乌镇。新乌镇的地域面
积扩大到了 110 平方公里，旅游
版图也随之扩大。

根据中青旅发布的 2017 年
半年报显示，2017 上半年乌镇
H1景区经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84 亿元，同比增长 11.38%；实
现净利润为4.61亿元，同比增长
20.94%。上半年，乌镇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512.62万人次，同比增
长7.28%。

乌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姚
富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中青旅发布的数据
仅是乌镇旅游经济收益的一部
分，预计今年全镇游客将首次突
破1000万人次。此外，全镇因旅
游产生的餐饮、酒店、住宿等年
营收额将达到35亿元左右。

无独有偶。作为中青旅和乌
镇运营团队重金打造的位于北

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水
镇”，2017 年旅游收益数据也艳
压群芳。数据显示，上半年总营
业 收 入 4.3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2.62%，预计全年营收超过 8 亿
元。而截至目前，这个小镇从建
成到正式运营不超过3年时间，
却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
600余万人。

被称为“关中民俗第一村”
的袁家村位于陕西咸阳市烟霞
镇，据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创
始人和设计者、陕西省礼泉县袁
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介绍，袁
家村已连续三年每年吸引300万
游客，年营业额超过10亿元。

“从游客人次和经济营收两
个指标来看，南方的乌镇，北方的
古北水镇，西北的袁家村无疑是
全国文化、旅游型特色小镇的典
型代表。”奥伦达部落董事长王仙
山这样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康养小镇
品牌效应凸现
特色小镇优不优，看它人流

多不多。作为康养小镇代表项
目，乌镇雅园和奥伦达部落被外
界称为目前国内养老度假小镇的
南、北方代表。

作为学院式养老度假特色小
镇样本案例，乌镇雅园占地总面
积1500亩，采用的是新民国建筑
风格，以原生态自然景观，加江
南园林式景观。该小镇围绕养
生养老、健康医疗和休闲度假三
大主题，打造养生居住区、颐乐
学院、养老示范区、康复中心、特
色商业区和度假酒店区六大功
能区块。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从理念和产品模式上看，乌镇雅
园已成为中国养老地产转型升
级的代表品牌。

而作为北方有代表性的休闲
康养地产项目，奥伦达部落以特
色产业+幸福运营为主线，将独特
的聚落和社区文化与各小镇特色
完美结合，打造让乡民们健康与
幸福生活的小镇聚落体，目前旗
下已成功运行10个康养度假小镇
项目。

王仙山介绍，除了聚落文化
运营和身心健康两个核心竞争力
之外，奥伦达部落创造性地开创
出“同创模式”——资本同创、运
营同创、文化同创。

天策行品牌顾问机构首席战
略专家高京君则认为，奥伦达部
落能在远离都市、交通不便的荒
山野岭，成功构建一个社群的乌
托邦，是因为它真正从“心”出发
去构建社群文化，将奥伦达打造
成为“心”的安放之所，赋予会员
共同的认知——此心安处是故
乡。 （下转第八版）

“特”“色”兼具
文旅和康养小镇成亮眼风景

本报记者 何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