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红”资源植入服装小镇
西柳品牌延伸“一带一路”

“服装产业虽然是个传统产
业，但在粉丝经济时代，大批时
尚‘网红’的迅速崛起，可以因势
利导，借助‘网红’资源对传统产
业形成有效刺激，从而实现社会
资产的变现，就地打造出西柳的
独家产品。”在 2018 中国海城西
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中
国西柳北派服饰设计交易中心
启动仪式上，辽宁西柳电子商务
产业园总经理傅绍斌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介绍，以服装为主营
产品的西柳电子商务产业园，目
前已经通过多个产业空间，将不
同资源融合在一起，促进服装小
镇走专业化、产业化和互联互通
化的路子。

交易会“聚财”
本次交易会在主推进出口商

品展览展示的同时，又穿插举办
了辽宁外贸行业校企联盟与海城
经济开发区合作签约暨项目需求
对接会；中俄经贸合作洽谈会暨
赤塔、伊尔库茨克西柳分市场成
立签约仪式；中国西柳北派服饰
设计交易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中
国与东盟“10+6”国家经贸合作企
业家洽谈会；2018西柳北派服饰
流行趋势发布会；2018中国西柳
跨境电商发展高峰论坛暨敦煌网

“民族品牌丝路行”等11项平行活
动，使交易会内容丰富、精彩纷
呈。

其中连续3场的中国与东盟
“10+6”国家经贸合作洽谈会，有
来自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

家的企业代表，分别与辽宁西柳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就落地进场和
商品代理达成意向协议。

连续2场的2018西柳北派服
饰流行趋势发布会，吸引了中外
嘉宾和市场商户的广泛关注，来
自中国男装设计交易中心、西柳
北派服饰设计交易中心、大连工
业大学服装学院、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设计师们带
着原创作品，通过模特走秀表演
精彩诠释“北派服饰”的品牌理
念、文化元素、时尚潮流和国际风
范，为北派服饰登上世界舞台赢
得了巨大商机。

交易会期间，海城市还与国
内外商协会贸易组织、项目平台、
投资企业、重点科研院校签订各
类合作协议20余份。

互联网“加持”
“北派服饰设计交易中心成

立”作为本届交易会的内容之一，
成立仪式虽然简洁明了，但内容
丰富、切题，尤其是活动场地被安
排在一个开放的、可互动的“异
度”空间，更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要推动
北派服饰走向‘一带一路’，另一
方面就是进一步促进海城电商发
展，通过‘网红’直播的形式，带动
粉丝的购买力，为西柳服装及其
他产品增加和拓宽销售渠道！”傅
绍斌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网红”正在成为拉动
新消费群体和新媒体消费习惯的
新生力量，借助今天的这个活动，
有助于将西柳服饰与“网红”传播
融为一体向外推广。

辽宁西柳电子商务产业园借
助园区品牌效应，立足西柳市场集
群转型升级，不断扩大影响力和产
品辐射区域，通过“互联网﹢”的途
径突破传统，推进“网红”转化资
源与政府调控资源对接。目前，
海城与映客直播平台、广东省微
商协会规划建设的“中国西柳网
红经济小镇孵化基地”项目正在
推进中。

大品牌“西柳”
北派服饰品牌的塑造及推

广，已成西柳服装市场的一项重
要工作。

为了扩大西柳品牌的影响
力，作为北派服饰之都，从 2009
年开始，西柳连续开展了北派服
饰万里行、北派服饰采购节及北
派服饰新秀设计大赛等活动，组
织企业商户参展上海服博会、广
州广交会、大连服装节等系列活
动。

海城市副市长韩桦在展洽会
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海城西
柳将在做大市场规模、做强产业
支撑、做优市场管理、做响市场品
牌的基础上，牢牢把握国家战略
机遇，进一步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深度对接，搭建起商贸交流
平台，努力推动“北派服饰”商品
之花在国际市场绚丽绽放。

“想要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就必须提档升级，建立起自己的
品牌，形成规模化生产。”进驻西
柳商贸城的“战狼世家”品牌创始
人赵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西柳有许多自有品牌，都背靠“西
柳”大品牌，实施品牌战略，经过
十多年的品牌积累，一些小作坊
扩大了规模，一些仿品工厂改做
自主品牌。

粗犷豪放、简约时尚的西柳
北派服饰，迅速在中国服装界走
红、叫响，一大批自主研发、自主
创新的西柳北派服饰代表品牌，
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订单产销量
成倍增长。记者从本次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获悉，收获最大的当属
境内外参展商和西柳、南台市场
的商户，据不完全统计，4天来，境
内外采购商、经销商与参展企业
签约意向合同 3000 余份，订单
1300余件，直接采购和订单交易
额达7.2亿元人民币。

本报记者 江金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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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休闲养老、酒文化、文创
到影视和云计算；从辽宁省谢屯
镇、贵州省茅台镇、江苏省苏家-
龙山文创小镇到浙江省横店镇
和“云栖小镇”……近年来，特色
小镇在全国遍地开花，宜业宜居
宜观光，不少成功的样本成为生
活的理想之所。但是，在小镇建
设中，概念不清、盲目发展及房
地产化苗头时有冒出，特色小镇
面临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当前
全国特色小镇建设情况怎样？
未来需要坚持什么？还应注意
哪些问题？

“ 大 唐 袜 机 响 ，天 下 袜 一
双”。诸暨袜艺小镇位于浙江省
诸暨市大唐镇，是全国最大的袜
业生产和销售基地，“袜艺”成为
这个小镇的特色主题。“创建伊

始，我们就统筹推进一批融产业
功能、文化景观等功能的项目，
着力打造以袜子为特色的小
镇。”大唐镇宣传委员杨狄说。

宜业宜居宜观光，这样的小
镇在全国还有不少。据国家发改
委数据，目前有关部门已公布了
96个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以
及两批共403个全国特色小城镇
的创建名单。各地的建设积极性
也很高，有数据显示，全国各地规
划建设的特色小镇数量已超2000
个，预计投资规模达4.8万亿元。

1000 个 特 色 小 镇 应 该 有
1000张面孔，但它们也拥有一个
共同特点，那便是立足产业。在
多份中央文件中，针对特色小镇
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均
提到“坚持产业建镇”。

“诸暨袜艺小镇主要落脚点
在于一个‘袜’字，并持续推进产

业发展结构、增长动力结构等的
调整。”杨狄说，在大唐镇袜子产
量三年减少12亿双的背景下，小
镇新产品产值年均增长 20%以
上，高新技术产值年均增长30%
以上。“可以说，通过创建特色小
镇，大唐袜业转型升级找到了

‘跑道’，见到了曙光。”
成功的案例不少，但是在特

色小镇的建设中，也存在不少令
人担心的倾向。

专家指出，在城镇和乡村的
“特色小镇”改造过程中，不同程
度存在着与文化传统脱离、与社
会伦理疏离、与原住居民远离等
风险；从空间结构看，一些地方出
现过度的地产开发、失真的文化
资源套搬等情况。不少改造案例
丢失了中华传统空间审美的基本
标准，简单重复仿制、千镇一面、
大量闲置的状况时有出现。

如何防止各地区只管前期申
报、不管后期发展与纠偏？《关于
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
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要求，在
已公布的 96 个全国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两批 403 个全国特色小
城镇创建名单中，持续开展评估
督导和优胜劣汰，适时公布整改
名单，有关情况及时送国家发展
改革委。

这既为创建中的小镇划了红
线，也让特色小镇建设始终“在
路上”。专家建议，特色小镇的
建设发展，应当聚焦文化的内核
与意蕴；正视村镇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文化缺失、环境失衡、经济
欠发达等问题；此外，还应强调
文创改造的整体品格提升，真正
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典
型风格，促进特色小镇的可持续
发展。

纠偏机制发布 特色小镇迎来健康发展
肖边

来自马鞍山、滁州、阜阳、
亳州、桂林、梧州、防城港、宣
城等城市的分管市长，以及来
自韩城市、东兴市、贺州市、郑
州市金水区的市长代表，11月
3 日集体出现在天津滨海新
区，他们在出席2018（第六届）
国家城市发展市长论坛的同
时，还集体探访了滨海新区生
态特色小镇。

天津亿利生态小镇位于
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静湖西
岸，以“一湖三岛”为总体功能
布局。作为Elife+ 生态3.0体
系的旗舰作品，项目启用了六
大生态健康系统，解决空气、
水、噪声等问题，并运用智能
家居系统，实现足不出户的缴
费、购物、预订服务等功能。

此次参访的各地市长，同
前来参与论坛活动的200余名
嘉宾，通过现场考察或视频音
像，全面了解了生态小镇的建
设成果和运营支持。在天津
生态城公用事业运维中心，该
中心负责人介绍，生态小镇作
为生态城的重点项目之一，小
镇的日常建设和运营获得了
运维中心的大力支持。据介
绍，这个运维中心负责整个生
态城含“一个平台、三个中心”
在内的基础设施运营。运维
中心作为一个技术支撑部门，
按照业务集中、资源集约、管理
集中的创新思路，将市政公用
行业的道路、桥梁、排水、供水、
燃气、热力、环卫、交通、污水处
理等16个专项重新整合集成，
形成系统化的运行监控、应急
调度、客户服务、物资储备等六
大业务体系，通过业务之间的
相互衔接和联动，对包括小镇
在内的各单体项目，形成高效
的闭环式、无缝化管理。

生态小镇依托中新天津
生态城资源和技术优势，以生
态修复、资源再生为特色产
业，将曾经被严重污染、如今
得到彻底治理的静湖湖畔，打
造成一个集生态修复、技术研
发、污水治理、生态科普教育、
生态工业旅游、健康颐养产业
为一体的生态小镇。小镇展
示中心的景观项目建成于
2015年底，面积约3万多平方
米，其内容包括生态景观绿
地、亲水平台、儿童乐园、草坪
沙滩、屋顶花园等节点。

据了解，中新天津生态
城不久前已入选为市级特色
小镇名单。2018年以来，小镇
在规划设计、产业招商、项目
落地方面，持续取得一系列进
展。由此，天津市委常委、滨
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新华
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刘正荣在
当天论坛上宣布，“城市发展
市长论坛”将永久落户天津滨
海新区。

多地市长集体探访
中新生态小镇

李新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