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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的关键在于一个“特”字，这不
仅包含特色小镇所处区域的历史、文化、地
域特色，还应有贯穿特色小镇“生产、生态、
生活”融合发展模式的核心主线。一批以新
能源产业、航空产业、光伏产业、智能制造等
为主导产业的特色小镇应运而生，并形成新
兴产业集聚的生态圈。

近期，国家发改委总结推广了“第一轮
全国特色小镇典型经验”，针对如何打造新
兴产业集聚发展新引擎推出典型案例：福建
宁德锂电新能源小镇以锂电新能源产业旅
游、文化为核心，建成宜居宜业的工业生态
旅游小镇；江苏镇江句容绿色新能源小镇以
绿色新能源产业为核心特色产业开发，构建
涵括新能源生产研发、生活应用和服务、科
技旅游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山东济南中欧装
备制造小镇将集产业、居住、商业、休闲旅游
于一体，构筑蓝绿交融的生态产业小镇。

锂电新能源小镇：
既要“居者业”也要“住者悦”
新能源4DVR体验馆、双创中心、体验

大道、无人驾驶体验专用道，新能源游船、游
艇……在波光粼粼的赤鉴湖畔，一座锂电新
能源小镇正在拔地而起。

锂电新能源小镇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东
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发展新能源产
业为核心，以锂电产业为主导，打造锂电新
能源产业研发创新先导区。小镇坚持政府
引导，以企业为主，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
制，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引进信誉好、实力强
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小镇建设，研究引进社会
资本进行整体打包开发。

宁德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廖南福表示，
为了完成“十三五”将宁德打造成为全球最
大的锂电新能源千亿产业基地的目标，宁德
锂电新能源产业当前正加快引进上下游配
套企业，不断推进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落
地。

据介绍，小镇以宁德时代和新能源科技
公司为龙头的锂电新能源产业为支撑，加大
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等招商力
度，积极引导上下游产业不断集聚，推动新
能源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此外，小镇着力打造高端储能电池产业
基地，重点加快延伸宁德新能源锂离子电池

产业链，突破轻便、安全、大容量动力电池和
强储能技术瓶颈，引进电动汽车生产制造企
业，推进客车、工程机械、环保等专用汽车新
能源化。

宁德市长梁伟新要求，要按照既定新
能源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方案，围绕“产业、
文化、旅游、社区”四个方面，加快锂电新能
源产业补链延链，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现代
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为教
育、卫生、文化、体育等配套设施预留充足
空间，持续提升特色小镇的综合吸引力和
承载力。

目前，小镇的入驻企业40家左右，吸纳
就业4万人，年缴纳税收27亿元，发明专利
拥有量217项。小镇内已落户产业链项目8
个，投产项目5个，产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200多亿元。

句容绿色新能源小镇：
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
走进江苏省镇江市句容郭庄镇的句容

绿色新能源小镇，一排排深蓝色的太阳能电
子板如花朵一样朝阳盛开，这是协鑫集团最
新引入的特殊花种。

据介绍，协鑫太阳花是一款高度集成、
智能化控制的产品，采用双轴跟踪系统、最
优控制算法设计，能够使光伏组件与太阳光
保持最佳倾角，保证系统发电量最大化。

这只是句容绿色新能源小镇把绿色能
源带进生活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由协鑫集
团打造的句容绿色新能源小镇，以新能源研

发、制造、应用为主导，是一个基于绿色和新
能源为主题，集科研创新、高端智造、商务办
公、会议会展、旅游休闲及居住康体等功能
为一体的新能源智慧小镇。

“产业是特色小镇的核心要素，协鑫做
特色小镇，着力于打通新能源产业链关键环
节，包含光伏、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及零部
件，推进与小镇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和纵深发
展，积极培育小镇发展新动能。”协鑫集团执
行董事余钢说。

小镇主攻三大产业领域——光伏、智能
制造、电动生态圈。其中，光伏制造是协鑫
集团的传统优势板块，通过整合产业链上游
的保利协鑫、产业链中游的协鑫集成、产业
链下游的协鑫新能源的相关产业资源，推进
小镇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以光伏为主线，加快推进技术进步、产
品升级和智能制造，带动光伏相关的智能制
造设备的发展。此外，小镇积极布局电动生
态圈和能源服务，先后引进协鑫智能组件、
协鑫智慧云仓、协鑫电动生态科技产业园等
项目。

小镇的生态优势能够吸引小镇周边创
新人才的集聚。小镇的低碳化生态化发展，
为本地新能源产品提供广阔应用市场。通
过实践城市发展大循环和产业发展小循环
体系，纵向延伸能源服务环节，打造成新能
源产业生态圈。

另外，小镇通过与南大、苏大、交大合作
新建创新载体，推动产业技术不断进步。企
业每年拿出营业额的4%—6%投入研发。
目前，已入驻企业10家，完成特色产业投资

187亿元，年缴纳税收4亿元，发明专利拥有
量577项。

中欧装备制造小镇：
形成对欧合作新高地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中欧装备制造小镇

中欧企业港，汉格斯特滤清系统山东分公司
正在加紧建设。汉格斯特是德国滤清系统
隐形冠军企业，公司专注于发动机滤芯、过
滤模块等核心部件的研发，山东分公司将作
为汉格斯特中国区北方布局的重要一环。

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后，将为中
国重汽、潍柴动力等商用车集团提供配套服
务，未来有望打造成集设计、生产于一体的
综合性基地。

一个产业特而强，形态小而美，功能聚
而合，机制新而活的魅力小镇正在加速形
成。据悉，中欧装备制造小镇位于济南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是国家级中德企
业合作区内的“园中镇”。

小镇产业基础深厚，按照“核心区+辐
射区”的空间架构，构建“3+2”产业体系，聚
焦航空产业、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主导产业，
打造研发中心和制造中心“双中心模式”。
形成了半导体及电子信息、机器人及智能设
备、汽车制造、轨道交通、航空、精密机械、激
光数控、电子商务及供应链管理等产业集
群。

小镇集产业、城市、科技、文化、旅游于
一身，以“一心两翼、创新融合”为主题，按照

“三生合一、产城融合、生态赋能”的原则，突
出科技、智慧、人文等特色，打造融汇欧洲
（德国）品质与齐鲁特色的国际合作示范区、
新旧动能转换智能制造先行区、高质量发展
的外资集聚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先导区、世
界一流的临空型高端制造产业集聚区。

与此同时，小镇用好对欧合作优势，与
德国、英国、芬兰、以色列等国家互设合作办
公室、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科技孵化器、举
办中德中小企业高峰论坛，加强科教人才交
流，集聚了一批欧洲产业和创新要素，形成
对欧合作的新高地。

聚焦产业与资本融合，小镇引入了更多
社会资本，通过股权、跨国并购方式成立产
业引导基金，推动制造业国际联姻。据悉，
小镇现有企业10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47家、世界500强企业8家，2018年
实现税收6.3亿元。

东莞携手京东打造人工智能特色小镇
自 2017 年东莞市政府与京东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京东智谷项目备受
社会各界关注。如今，京东智谷终于揭开
神秘面纱。7月 15 日，京动湾区，赋能未
来——京东智谷无界之城启动仪式举办。

“京东集团通过多年来对全球顶尖科
技人才的不断引入和研发投入，在云计
算、智能供应链、智能物流、IoT等领域形
成了独特的科技创新技术体系。”京东集
团副总裁、广东京东都市智能产业创新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东升说道。

据了解，京东智谷基于京东产业，结

合本地生态，形成一个完整的“1+3+5”产
业全生态体系，其中，“1”是指一整条AI全
链条产业生态，“3”是指基于5G开发的物
联网、机器人、云计算三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5”是指新一代电子信息、金融科技、
智能制造、智能物流、电子商务五大区域
支柱型产业。这样一个产业生态体系，将
为建设人工智能小镇奠定坚实的产业基
础和产业资源，助力深莞企业，赋能湾区
产业。

京东智谷位于东莞凤岗产业集聚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雁田村，辖区内拥

有天安数码城等创新科技项目。东莞市
委副书记、市长肖亚非在致辞时表示，京
东智谷项目将引领带动更多科技金融创
新要素在莞集聚，加速引入一批智能产业
研发中心、智能制造总部基地和企业创新
服务平台，在临深片区搭建起一座都市人
工智能产业新城，为东莞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先进制造业中心、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京东智谷AI加
速器、京东产教融合中心、京合都投资等
核心产业进行授牌，并将实体落地在京东

智谷打造的智能产业研发设计中心。其
中，京东智谷AI加速器将开放专属名额，
为入园企业带来投资、技术、业务场景等
多个层面的支持，更将以围绕京东的整个
AI生态产业体系助力周边企业高效转型
升级。

据了解，东莞拟规划建设京东大道，
拟由政府主导规划，依山水环境建设山体
公园和湿地公园，为高素质人才提供舒适
宜人的工作生活场所，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的优质生活圈”。

（来源：《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