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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
突破口，以房地产思维进入特色小镇的企业不
计其数，已经进入小镇开发的“开发商”，承袭
着地产开发的理念、模式去做特色小镇，没有
认识到地产开发和小镇建设完全是两码事。
2017年 12月 4日住建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
若干意见》，并提出“坚持产业建镇，防止千镇
一面和房地产化”以来，特色小镇从热得发烫
逐步进入“冷静”阶段。

精准定位理清发展模式

小镇最大的盈利点就是产业及服务，无论
是研发还是生产，最终转换成效益，如果将小
镇某种产品打造成品牌，就像瑞士小镇的钟
表、美国格林尼治小镇的对冲基金、德国的奥
迪之城等等，就等于站到这个领域的高端。一
旦小镇拥有了某一领域的高端品牌，围绕品牌
链条上下游产业的延伸，就成为小镇永续发展
的支撑和动力。

市场定位的基础是资源和交通。兰课泛
太平洋城市智库执行主席陈仁科日前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如在一国家地质
公园旁的广西柳州鹿寨项目，深入山腹，与桂
林一样属于喀斯特地貌，秀美不输阳朔。广西
人对喀斯特地貌司空见惯，柳州人抬头就能看
见，当地人为什么要花一个半小时车程跑到这
里来度假？桂林每年游客接待量达4000万人
次，鹿寨的自然资源不输桂林，距桂林、阳朔仅
70多公里，如果表达得好，完全可以分流桂林
的部分游客，鹿寨的独特风貌完全可以承接桂
林的辉煌。将定位从“柳州人的度假胜地”变
为“全国人的度假胜地”，看似不可理解却非常
合理。

案例说明，既要心存高远，更要发现资
源。特色本身并没有定论，只要是新的、好的、
稀缺的就是特色的。资源决定市场，透过现象
看本质，量力而行、志存高远，发现资源，善于
应用，将情怀用资源形式表达出来。

特色小镇进入冷静发展期

当前，国家提出无论是产业还是文旅小镇
都必须达到宜居、宜业、宜游的标准，要实现生
活、生产、生态三生并举，让一部分投资者无所
适从。有的人依然热情澎湃，有些人却在隔岸
观火，也有更多的人黯然离场。陈仁科告诉记
者，“这仿佛是一场王子的盛宴，很多人盛装出
席，以为可以饱尝一顿佳肴，等进场后才知道，
那是贵族们的游戏，一般人还真玩不起。特色
小镇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建设的概念，而是一个
综合的全方位的发展概念。地产商转型小镇
是良机，但同时又极有可能进入一个巨大的陷
阱。”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小镇，除了资金实力、
政策扶持、运作团队，更重要的一定要有情怀
和专注。冷静下的特色小镇，让那些想乘机摸
一把的“咸猪手”离场，让真正做事的人静下来
认真琢磨，这才是特色小镇应该有的环境。

“随着如火如荼的小镇建设，有人断言，三
五年后，全国到处都是这种小镇。”陈仁科介
绍，小镇未来的存活基础就是抗风险能力，产
业小镇的核心是产业集聚能力，重点是营造好
生活、生产环境，宜居宜业，而文旅小镇的核心
是旅游消费，一部分是悠闲的过客，一部分是
度假的“贵族”。当以房地产开发模式进入的
小镇褪去光鲜的外衣，后果让人无法想象；先
进的产业小镇，如智能化、机器人、金融、互联
网等需要依托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而文旅小
镇存活的基础首先是资源，不管是自然资源还
是文化历史，必须独特、稀缺，通过对外的表达
让现有资源成为不可复制的举世品牌。

2017年12月28日，中冶赛迪集团设
备成套的马中关丹产业园联合钢铁项目
轧钢单元率先建成，高线和2号棒材生产
线进入试生产阶段，推动马中关丹产业
园这一由中马两国领导人直接倡议并亲
自推动的政府间重大合作项目和“一带
一路”先行示范项目取得重要成果。

产能合作是中马两国规划的重点合
作领域。联合钢铁是马中关丹产业园的

首个入园项目，设计年产350万吨高端棒
线材和H型钢，市场辐射东南亚及周边地
区。项目由中冶赛迪承担总体设计、物资
采购及管理和核心单元设备成套，采用全
球主流的全流程钢铁冶炼工艺流程、国际
领先的环保技术。项目全面建成后，关键
技术指标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马来
西亚最大钢铁厂、东南亚最具竞争力的精
品棒线材产业基地，将有力推动中马双边

经济贸易，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
与装备合作树立又一示范标杆。

在轧钢单元线棒材生产线工程中，中
冶赛迪负责全线工艺设计和设备成套供
货，采用了直接轧制、无孔轧制、无扭轧
制、高速轧制及控温轧制等关键工艺技术
和自主研发制造的短应力轧机、飞剪机、
直流主传动等核心设备，用国外同类项目
最短工期建成马来西亚技术水平和自动
化程度最高的轧钢项目，体现了中国钢铁
工程技术公司在设计、装备制造、自动化
调试、系统集成方面的国际一流水平。按
照设计目标，高线最大轧制速度105米/
秒，棒线最大轧制速度45米/秒，均为世界
顶尖水平，彰显了“中国创造”的国际竞争
力，体现了中冶赛迪以冶金建设“国家队”
领跑者的责任和自信，站在国际高端不断
开拓创新，推动中国冶金“再拔尖再拔高
再创业”的生动实践。

棒线材工程于2017年 11月 21日送
电，中冶赛迪团队精心调试服务，拼抢关
键节点，按期实现高线和棒线全线贯通、
相继过钢，设备运行平稳，获得了业主肯
定。目前，中冶集团下属11家子企业、
6000余人正加强建设，确保联合钢铁项
目各单元建设按照既定目标建成投产。

（张博）

2017年12月26日，中央企业熠星创
新创意大赛总结活动在北京举办。这标
志着历时一年、全部中央企业参与的熠
星大赛圆满收官，“双创”热潮在这一刻
达到巅峰。

大赛由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国家发展
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知识产权局支持，中国电科
承办，中国中铁、航天科技等12个企业协
办。自2016年10月启动以来，大赛得到
中央企业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表示，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党中央、国务
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双创”工作是
推动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中
央企业有能力有责任发挥“双创”主力
军、“领头羊”作用，带动全社会创新创
业。

大赛组织了项目征集、项目初选、项
目复选、导师辅导、项目对接等环节，从
网络安全、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与
无人系统、物联网与新型智慧城市四个
方向，共征集到来自76家中央企业和社
会其他创新主体的1237个参赛项目。

100名导师从1237个优质项目中进
一步遴选，最终共有408个项目进入导师
辅导阶段。期间，邀请了900多个中央企
业和社会各类投资机构进行路演，现场
共获得360个投资意向、43个跨企业合作
意向，累计金额6.9亿元。

经过4个月的项目落地工作的持续
推进，截至目前，大部分项目取得显著成
效。大赛获得各类投资机构投资总计
9.35亿元；与其他企业形成技术服务、技
术许可、科研合作、产品订购等方式的合
作，签订合同金额达2.96亿元；获得国家
和地方政府各类资金支持总额达7755万
元；签订产品订单总额达5.21亿元。

2017年12月21日，国务院国资委办
公厅印发了2016熠星大赛获奖名单，共
有20个项目获得一等奖、30个项目获得
二等奖、40个项目获得三等奖、100个项
目获得优秀奖，此外，20家企业获得优秀
组织单位称号、25名导师获得优秀导师
称号。

大赛中，中央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热
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激发，76家中央企业
积极参与，共申报1100个项目，超过6000
人参赛，创新创业蔚然成风。投资对接活
动在北京、深圳、合肥、武汉、厦门、乌镇等
地与政府合作广泛展开，共邀请了900余
家投资机构，推动了技术与资本有效对
接。军民融合发展拓展了新空间，探索了
新路子，军民融合项目仅在导师辅导项目
中就达81个，各单位自筹投入经费总计
1.86亿元。大赛通过组织合作对接等活
动，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使得供需

企业直接对话，促进双方互利共赢。目前
已有16个项目与其他企业形成技术服
务、技术许可、科研合作或产品订购等方
式的合作，并签订合同。通过大赛，中央
企业内生动力得到了激发，促进了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各单位更加关注科技成果转
化渠道的探索，加强研究和交流，助推了
中央企业体制机制改革。

徐福顺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国务院
国资委推动中央企业“双创”工作的“五
个一”总体思路：继续办好一个大赛，即
中央企业熠星大赛，积极培育新动能和
新的增长点；搭建一批双创平台，有效汇
聚创新资源；形成一套双创机制，持续激
发企业活力；打造一个基金系，即中央企
业创新发展基金系，强化技术与资本结
合；摸索一条道路，加快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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