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乡融合发展处处长刘春雨：

推广典型经验，创建精品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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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上午，由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全
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
会”在广西北海市举行。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乡融合
发展处处长刘春雨在此次年会上
表示，“今年下半年，可能还要再
推广第二轮全国特色小镇典型经
验。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有利于引
导特色小镇发展规范化的标准和
地方标准，为创建更多的精品小
镇，产生更多的典型经验提供制
度土壤。”

把握好四大功能定位
“如果说特色小镇发展得好，

那么就有望成为一个经济平台，
既可以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提供
一个有效的砝码，也可以为缓解
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一
个药方、良方。”

谈到如何把握好小镇的功能
定位时，刘春雨表示，特色小镇的
首要功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平台，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供
给质量，节约成本。特色小镇是
一般着眼于做精做强，最有基础、
最具特色、最有潜力的产业，促进
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这些要素
耦合，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这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中
国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
的一个平台。

特色小镇的第二个功能是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空间。刘春雨
表示，“特色小镇具有非镇非区属
性，面积很小、很灵活，就几平方
公里的一个小空间，里面集聚特
色产业、高端要素，布局方式可更

加创新、更为多样。”
刘春雨还指出，小镇是城乡

融合发展的新支点。他预计，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城市要素下
乡发展、市民下乡消费会越来越
多出现，关键是乡村要有能承接
住这些城市要素、城市企业和市
民下乡消费的能力。

“小镇是传统文化保护的载
体。”刘春雨表示，中华民族有五
千年优秀文化传承，形成了很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分布比较
广泛，种类繁多，内涵是丰富的，
如果以小镇作为载体和空间，这
样我们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保
护、成果转化，既可以把这些非遗
实现传承，又能给小镇的发展注
入好的文化内涵和灵魂。

纠偏与规范并行
总结三年来特色小镇的发展

情况，刘春雨表示，总体上来看，
特色小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涌
现出一批特色小镇，但是偏差也
需要引起重视。主要表现在数量
过多，有的名不副实；质量不高，
特色不明显等。

如何对特色小镇进行纠偏与
规范?刘春雨表示，发现上述问题
之后，国家发改委高度重视。早
在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就发
现了命名混乱的问题，并提出了9
个方面的发展路径和思路。随
后，出台了纠偏性的文件，从正反
两面建立起典型引路和规范纠偏
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引导和支持
好的小镇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对
一些不太符合要求的小镇也要加
强整改和纠偏。

2019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召
开了主题为坚持规范纠偏典型引
路两手抓、推动特色小镇有序发
展的 2019 年全国特色小镇现场

会。从正面来看，在会上推广了
第一轮全国特色小镇典型经验，
有江苏苏绣小镇等，这些小镇在
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引
擎，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
路径，搭建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
新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产
生了有价值、有意义、值得推广的
典型经验。从反面来看，国家发
改委也进行了相应的整改，如省
级小镇里面淘汰整改了70个。

“推广特色小镇就像一个孩
子一样，既需要去引导他健康发
展，同时也要呵护。”刘春雨表
示，目前来看，浙江发展得早，因
此已经建成了一些比较好的特
色小镇，但是其他地区尤其是西
部地区，还处在创建培育阶段，
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发展的问题
和成长的烦恼，在这个阶段就要
有足够的耐心，发现问题不能一
棍子打死，问题需要重视，更需

要营造一个客观公正健康的舆
论环境。

四举措建设
高质量特色小镇
未来，如何有保有压打造高

质量特色小镇？
刘春雨表示，下一阶段，国家

发改委将组织好各地区各部门严
格落实特色小镇相关的政策性文
件，高质量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一是压实各有关部门责任。
国家发改委将继续加强统筹协
调和督促指导，推动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强化规范和监管。

二是压实各级责任。省级负
责省级特色小镇支持与规范，省
级政府要建立一个部门协同机
制。

三是持续开展典型引路。刘
春雨透露，今年下半年，可能还
要再推广全国第二轮典型经验，
挖掘经验。

四是适度进行政策激励。特
色小镇建设的核心措施现在是
规范纠偏和典型引路两手抓，但
当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硬的是规范纠偏，软的是典型引
路，目前缺乏足够的起激励作用
的支持政策。所以要在规范纠
偏的同时，对一些高质量的特色
小镇给予政策支持。

同时，他透露，国家发改委
还将继续会同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等以及各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发
挥政府与金融机构的作用，对一
些高质量的特色小镇给予财政、
金融和土地等政策支持，有效缓
解特色小镇在建设前期资金压
力比较大、土地指标供给不到位
的问题。

被色彩涂抹的张家楼“画艺
小镇”、茶韵飘香的海青“茶韵小
镇”、发展特色农业观光的宝山

“蓝莓小镇”……一处处特色小
镇如串串明珠，点缀在青岛西海
岸新区的画布上。

2014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获
国务院批复以后，确立了 200 平
方公里的核心区，打造12个特色
小镇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在
2014年张家楼镇、海青镇2个小
镇进行建设试点成功的基础上，
2015年又在其他10个镇全面推
行特色小镇建设。

如今，12个小镇基础设施日
趋完善，生态环境极大改善，承
载能力大幅增强，产业聚集明显

加快。西海岸正在以特色定位，
彰显着特色文化、特色产业和特
色风情。

海青镇43个村庄种茶，近2万
人从事“茶产业”，茶叶加工企业
200多家，茶叶合作社20多家……
作为“北茶之源”，海青镇将茶产
业不断“做大做强”。如今，作为
山东省实施南茶北引、南竹北移
战略的第一镇，海青茶的地域优
势已经形成，全镇80％的村庄种
植茶树，总面积达3万亩，占青岛
西海岸新区的近50％、青岛市的
近1/3。海青成了中国北方独具
魅力的“茶韵小镇”。

十里长廊，生态观光，醉美
张家楼入画来。驶入张家楼，浓
浓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在这
个被五颜六色的色彩涂抹的“油

画小镇”，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
米的艺博城迅速崛起，艺术广
场、艺术公园丰富着这个小镇的
文化艺术气息。从过去只有一
个油画作坊，发展到现在大小画
企20余家，文化产值突破亿元，
张家楼镇走出了一条“生态文化
立镇、特色产业兴镇”的发展之
路。

大村镇的菇香美誉、宝山镇
的花果飘香……新区 12 个特色
小镇从特色处着眼，发展“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美丽家园，成为新区城乡居民共
建共享的宜居宜业宜游之地。

在特色小镇的规划中，西海
岸新区创新规划理念，融文化于
规划，结合各镇的历史传承、镇
域文化和发展禀赋，通过理念创

新确定了海青镇“茶园小镇”、张
家楼镇“油画小镇”、琅琊镇“古
韵小镇”、藏南镇“旅游小镇”、泊
里镇“港口小镇”、大场镇“工贸
小镇”、大村镇“菇香小镇”、六汪
镇“山水小镇”、宝山镇“田园小
镇”、王台镇“纺机小镇”、铁山

“商务小镇”、胶河“秀美小镇”12
个镇街的特色定位。

琅琊镇作为一座拥有 20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小镇，将城
镇建设与琅琊古郡独特的秦汉
文化资源、徐福东渡的历史文化
资源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秦汉
古韵小镇风格，与周边的琅琊台
省级旅游度假区互动发展，带动
了小镇旅游商业和住宿餐饮业。

张家楼镇依托达尼画家村深
厚的文化底蕴，引进培育了绿泽

画院、九龙轩等10家文化龙头企
业。特色小镇建设这颗“梧桐
树”还吸引了深圳著名文化企业
上艺文化集团入驻，投资8亿元
建设艺术博览城，可提供经营性
商铺1000余家，可吸引知名文化
企业、职业画室1000余户入驻。

同时，西海岸新区把特色小
镇建设和培育城镇新动能结合
起来，创新“特色小镇＋电商”、

“特色小镇＋休闲农业”、“特色
小镇＋乡村旅游”等多种模式，
点燃小城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星星之火。青岛市首个阿里
巴巴农村淘宝项目落户新区特
色小镇，建设了 180 个镇村服务
站，培育了小镇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动力。

（来源：青岛新闻网）

青岛西海岸特色小镇各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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