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
甘李路一路向西上行，不多远便
可看到这样一个客家村落：随处
可见的亭台楼阁溢满悠悠古韵，
依依垂柳道不尽百年风华，一条
条青石小道似在诉说着令人神
往的古老传说……

从被人戏称“第三世界”的
偏僻角落到国家级文旅特色小
镇，从凋敝破败到华丽转身，如
今的甘坑客家小镇可谓在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间静默地书写着
一个百年老村的“变形记”。

昔日：百年老村
日渐凋敝
在客家话中，“坑”是指小溪

流、小水沟，“甘坑”是因泉眼遍
布、溪水甘甜而得名。350 多年
前，勤劳智慧的甘坑始祖看中了
这里四面环山、山间有水的自然
环境，遂在此定居繁衍生息。

江河流转，物换星移。“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甘坑出了名的
偏僻，外地人都把这儿称作‘被
人遗忘的角落’。”对于土生土长
的“老甘坑”张新民来说，他对当
时甘坑的凋敝破败记忆犹新，

“那时候，要从甘坑去布吉镇政
府办点事情非常不便，中途要转
好几趟车不说，还大多是崎岖不
平的山路。”事实上，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遍神州大地时，同处大布吉的坂
田、岗头等都凭借着天时地利人
和的条件相继发展起来，曾经宜
居宜业的甘坑却如同一位日渐
垂暮的老人，位置偏僻、交通不
便等诸多原因让其变得“步履沉
重”，不得已落后于这个急剧变
化的时代。

转折：关键抉择
留住文化之根
历史总在冥冥之中被创造或

改写。最开始，对于甘坑老村的
改造，世代栖居于此的甘坑人谁
也没有思路。2010年，抱着防止

安全事故发生的想法，甘坑社区
股份合作公司决定把整个老村
的老房子按照当时的价格统租
下来，租期15年。

“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实现
一夜暴富的诱惑确实曾让甘坑
人心动。”甘坑社区党委书记、时
任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
的谢俊风说，一番权衡之下甘坑
人有了更深远的思考：假如把这
些记载甘坑先辈拓荒足迹、见证
客家人奋斗历程的古老村落全
部拆了重建，势必无法留住客家
传统文化与民俗记忆的根。

2011年，甘坑社区股份合作
公司组织人员前往坂田手造文化
街参观。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
布满木雕、刺绣、书画的店铺……
这条利用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多功
能生活街区新貌为甘坑人打开了
一扇窗——甘坑老村群山环抱，
有山有水有百年老屋，能否仿效
坂田手造街，将其改造成传承客
家民俗记忆的文化旅游生态园？

于是，在区、街两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引导下，甘坑人选择

对老屋村进行修旧如旧的古村
落保护性开发，并制定了保护和
改造计划：以甘坑老村为重点，
利用甘坑社区保存较好的客家
历史文化及建筑风貌，整合社区
宅基地及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
土地，通过综合整治、修旧如旧
等方法，打造传承客家文化的风
情小镇。

重生：客家小镇
迎来惊艳亮相
2011年，正欲对甘坑老村进

行修旧如旧、保护性开发的甘坑
人，等来了恰逢其时的“东风”。

这一年，有位名叫江坤城的
客家商人来到甘坑。初来乍到
的他给甘坑人送来了一份“大
礼”：在对几十间老屋修旧如旧
的基础上，又把自己上世纪90年
代从闽赣等地收集来的十来座
明清时期特色古建筑搬至甘坑，
这也奏响了甘坑老村重生的序
曲。

无独有偶，在2016年的文博

会上又成功引来了华侨城这只
“金凤凰”。双方签署了500亿元
的合作协议，欲围绕“文化+旅
游+城镇化”战略模式，建造集文
化、生态、科技、旅游四位于一
体，拥有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
示范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
新兴产业示范区、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全国重点特色小镇6张国
家级名片的特色小镇，打造蜚声
国内外的“中国文创第一镇”。

2017 年 7 月 15 日，以“文旅
融合与特色小镇”为主题的2017
中国文化旅游高峰论坛在故宫
博物院举行。会上，文化部艺术
发展中心发布了 2017 中国文化
旅游融合先导区试点名单，经过
一年多探索与开发的甘坑客家
小镇从全国10个省（自治区）40
余个申报的参评试点项目中成
功突围，荣膺2017中国文化旅游
融合先导区（基地）试点。这也
标志着，古老的甘坑老村正式蝶
变为国家级文旅特色小镇。

（来源：深圳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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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建设要打好三张牌
新疆江格尔特色小镇研讨会在京举办

樊樾 本报记者 江金骐

中国小镇2019年01月08日星期二
编辑：康源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新闻热线：010- 68735717，68701457
15

深圳甘坑老村蝶变文旅特色小镇

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发布暨第二届
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建设峰会2018
年 12月 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办。

作为“全国城市营商环境展
示”案例之一，应邀参会的新疆塔
城和布克赛尔县向出席会议的各
级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们，全面展
示了全域的风土人情、地域地貌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
12月29日，又在中国企业联合会
举办了和布克赛尔县江格尔特色
小镇研讨会。

和布克赛尔县江格尔特色小
镇研讨会由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
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中国企业
报》集团特色小镇研究院联合主
办，由《中国企业报》集团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江格尔影业共同承
办。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住房
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兵弟，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于武、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体制政策
室主任吴亚平、《中国企业报》集
团社长吴昀国，以及和布克赛尔
县委副书记、县长曲红，县委副书
记韩彤，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李
彬等领导，同来自建设规划、金融
投资、旅游研发等领域的企业家、
专家等近百人，同堂共议江格尔
特色小镇的发展、规划和建设事
宜。

文化资源得天独厚
“根据和布县的实际情况，我

认为和布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应
打好民族、文化、资源三张牌，应注
重多民族、多文化以及多种资源的
融合。”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于武代表中国企联在致辞中表示，
作为国家“千企千镇”工程的发起
单位之一的中国企业联合会，非常
注重特色小镇的建设，并提出要实
行“企业主体”，更新运营机制，坚
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

和布克赛尔县旅游资源丰富，
独特的地质构造，造就了天然热气
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龙脊谷雅
丹奇特地貌、玛纳斯盐湖、玉库乔
龙草原等鬼斧神工，风光独特的自
然景观。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一的《江格尔》，其发源地

就在和布克赛尔县。另外，还有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蒙古族长调、
祝赞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准
噶尔古城遗址、骆驼石高台古人类
活动遗址等人文历史文化遗存。
因此，打造江格尔特色小镇，该县
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

研讨会现场，《中国企业报》记
者了解到，《江格尔》与《格萨尔》
《玛纳斯》并称我国三大史诗，是人
类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它和希
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摩罗衍
那》等史诗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巨
型文学巅峰，是一部弘扬人类和
平、倡导人类和睦相处的世界性主
题的英雄史诗，主要讲述了以“江
格尔”为首的十二名雄狮和6000
名勇士战胜侵犯他们家园的妖魔
鬼怪，建立了一个没有战争、没有
饥饿和严寒，甚至没有死亡的理想
之国的宝木巴故事，是古代爱国主

义思想的萌芽。《江格尔》史诗经过
1500年的文明演变，在历经了口传
时代、文字时代、影像艺术时代后，
今天又迎来大IP时代。

产业和文化相融合
“鉴于江格尔文化的传承特

点，今天的江格尔特色小镇，一定
要注意打好民族、文化和旅游三张
牌。”李兵弟说，围绕江格尔文化，
打造江格尔特色小镇，要善于借鉴
包括无锡禅意特色小镇在内的成
功案例，要保持规划发展的连续
性、主题性和创意性，但不能落入

“主题公园”的窠臼，要从文化源
头、文化精神等深层上，做好“形与
神”的融合。对此，吴昀国也表示，
特色小镇的“形神兼备”，实质上就
是“产业和文化的融合”。吴昀国
由此认为，成功打造一个特色小
镇，基本框架在于“五个三”，即做
到生产、生态、生活的“三生融合”；
围绕立镇的主导或重点产业，做好

“三产联动”；依托产业而延伸的企
业引进和就业民生，做到“三业并
举”；为保持小镇永远活力和可持
续发展，必须在产融结合、线上线
下结合和产业金融结合上做到“三
融并蓄”；围绕小镇的名气（品牌）、
人气和财气，实现“三气共旺”。

此外，出席研讨会的吴亚平
研究员、中国旅游研究院张佑印博
士，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三大史诗电影工程总策划牛
颂，《中国企业报》集团特色小镇研

究院院长单光暄等，结合各自的研
究领域，从不同角度上，对江格尔
特色小镇的建设提出自己的想法。

会上，和布克赛尔县同步对当
地新疆华亿有机棉被、中国·漠西
热气泉养生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
进行了推介。与会参与小镇建设
的企业家与和布克赛尔县相关人
士，分别就产业定位、玫瑰产业培
育、金融支持、招商引资等问题展
开现场讨论。

研讨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和
布克赛尔县地处塔城、克拉玛依、
阿勒泰三地中心，与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接壤，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在
资源方面，该县作为“中国资源富
集区”，在中国的煤化工、煤电冶、
盐化工、石油工业“四条产业链”以
及膨润土深加工、机械装备制造等
方面优势突出。县域内的和丰工
业园区，作为自治区级工业园区，
成为全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工业
园区之一。

“有信心把江格尔特色小镇
打造成为特色产业定位明确，文
化内涵丰富，旅游特色鲜明的产
城人文一体化的新型化城镇。”曲
红表示，和布克赛尔县委、县人民
政府将紧紧抓住党中央、国务院
对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高度重
视的历史机遇，跟进“十三五”规
划中关于加快发展特色小镇的基
本要求，依托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之一《江格尔》特色文化优势、当
地独特的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优
势，加快特色小镇建设。

江格尔特色小镇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