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PPP模式
云南红河州破解特色小镇资本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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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黄色砖块造起的“万花
筒”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呈
现出高饱和的“油画”景象；紫色
的薰衣草铺洒在朱红色的风车
前，在煦煦和风的作用下，和风车
一起摇摆……这如诗如画的场景
来自于位于云南红河州弥勒市的
东风韵艺术小镇。

近年来，有饶沃的自然与人
文资源作基础，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在特色小镇的招商引资与
建设上，跨入全省前列。2018年，
红河州8个特色小镇被评选为创
建成效明显的特色小镇，分别获
得省财政1.5亿元以奖代补的资
金支持。据红河州发改委统计数
据显示，全州13个特色小镇150
个子项目已按计划开工建设，截
至2019年 6月，已累计完成投资
120.8亿元；2017年至今，红河州
特色小镇入驻企业696户，直接带
动就业8.7万余人，累计接待游客
431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42.06亿元。

因地制宜
辨析小镇类型
随着薰衣草的大面积开放，

弥勒市东风韵小镇越来越高频率
地出现在微博、微信朋友圈、抖音
等社交网络平台，成为“网红”旅
游打卡地。据统计，截至上半年，
东风韵小镇已接待游客量69.8万
人次，这个数据意味着每天有约
4000人涌入小镇。

俄罗斯籍艺术家安娜隔三差
五到东风韵艺术小镇创作、参加
活动，结束后轻车熟路乘坐高铁
返回昆明，俨然将这里当做她在
云南的第二个创作“根据地”。东
风韵小镇的小镇文化远不止建筑
的美观，自建造以来，东风韵小镇
邀请弥勒雕塑家罗旭为项目设计
一期核心景区建筑，又先后落地
熊有雯国际时尚创意应用艺术研
究院和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实
习基地。挖掘内涵，东风韵小镇

的核心竞争力——艺术特色，被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东风韵小镇的“走红”并不是
个例，距东风韵不远的可邑小镇，
深挖打造彝族文化，植入属地文化
特色，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的目
光。在著名文化产业专家、华中师
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建华看
来，辨析出特色旅游小镇与特色产
业小镇的发展定位，是特色小镇开
发的首要条件。“特色旅游小镇其
主要产业是旅游业及其衍生或配
套服务，依托民族风情等要素构
成，是以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竞争
力，吸纳外来游客在当地消费为特
征的另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显然，东风韵小镇与可邑小镇可归
属于这一类型的特色小镇，在建设
过程中，它们不断提升旅游和文化
价值，将自身作为消费产品，带动
旅游产业发展。

“以鲜明的产业为支撑，形成
宜居宜业为特征的产城融合一体
化发展，并使其产品具有国际市
场竞争力，或占有国内较大市场
份额的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小镇为
特色产业小镇。”范建华认为，建
水西庄紫陶小镇正朝特色产业小

镇迈进，依托建水紫陶产业打造
的紫陶小镇呈现出与其他特色小
镇迥然不同的气质。2018年，建
水紫陶年产值24.15亿元，同比增
长40%。夯实的产业为紫陶小镇
打下了基础，紧扣紫陶、生态、旅
游等功能布局，小镇形成紫陶“传
承+创新+加工+销售+体验+培训”
的一体化产业模式。

增加内涵
实现双轮驱动
特色小镇产业和旅游深度融

合并发展的产业模式被称为产业
和旅游的双轮驱动。“特色产业小
镇与特色旅游小镇有着截然不同
的发展路径，其对区位条件、基础
设施、配套服务、盈利模式等的需
求差异也很巨大。”范建华认为，单
纯对旅游产业的深化和旅游产业
链的延伸，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旅游和产业双轮驱动”，这导致两
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互相融合的。

以特色旅游小镇定位的东风
韵小镇在深化产业发展方面进行
尝试。“‘绿色食品品牌’与产城融
合亦高度相关，东风韵团队期望

整合属地优势农产品，进行统一
加工与制造，再通过整合营销等
方法形成地域名产品牌。”云南省
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弥勒海拔1400米拥有
充沛的阳光，是葡萄的上佳产地，
可集中将葡萄以现代工业批量
化、标准化加工形成葡萄汁、葡萄
酒等高净值产品，再孵化弥勒葡
萄汁、葡萄酒品牌，进一步提升属
地物产价值，将区域发展势能传
递给当地农业从业人员。

“当特色产业小镇兼顾特殊
的地理位置与特别的旅游、产业、
政治等资源时，便具有兼容特色
产业与特色旅游的可能性。”范建
华说。最近，位于开远高效现代
农业园旁的知花小镇，作为第二
十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的分会
场而备受关注。鲜花交易会展
区、特色商业街区、鲜花酒店区3
个核心功能区形成结构格局，据
红河创森高原特色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剑非介绍，为发挥
知花小镇鲜花交易的功能效应，
在开远高效现代农业园已具备中
高端花卉产销完整产业链的基础
上，园区积极引入阿里、京东、腾

讯、顺丰等行业领军企业，助力小
镇线上线下的交易和运营。

探索解局
发挥PPP效应
近年来，红河州特色小镇对

就业、旅游、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已初步显
现，成为红河高质量发展的新载
体，拉动投资的新引擎，展示红河
特色旅游的新窗口。红河州充分
发挥特色小镇资源环境优势，成
为大力营造吸引各类人才、激发
企业家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

随之，PPP模式在特色小镇建
设、运营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
弥勒太平湖森林小镇、东风韵小
镇、红河水乡等小镇建设与PPP
模式如影随形。财政部PPP、国家
发改委PPP专家库双库专家陈民
对PPP模式运用于特色小镇给予
了肯定：“采用PPP模式运作，既
有助于减轻政府的投资负担，又
能引入专业的社会资本，提高特
色小镇的建设水平。同时，引入
社会资本的过程也是一个发挥市
场专业判断的过程，有助于提高
特色小镇建设的成功率，减少盲
目投资。”

经过近几年的 PPP 模式运
用，红河州积累经验，采取“1+N”
模式，引入多家投资主体共同推
进特色小镇建设。陈民认为，要
将PPP模式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
效应发挥到最大，在实践过程中，
政府和企业双方都应有所关注：

“在政府角度，在PPP项目的前期
模式设计阶段应当多下功夫，不
宜操之过急，也不宜简单模仿；理
解特色小镇这种复杂项目与单个
基础设施项目的区别，从空间、项
目、事责3个层面上划清与企业之
间的合作边界，做到不越位、不缺
位；同时理解企业的投资逻辑，做
好政策要求和市场诉求之间的衔
接管理。”

（来源：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7月31日，湖南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农业农村厅
在长沙公布该省首批十个农业特
色小镇名单，并力争用三年左右
时间，将十个农业特色小镇全产
业链产值由2018年的192亿元提
高到300亿元以上。

首批十个农业特色小镇分别
是：安化县黑茶小镇（田庄乡）、浏
阳市花木小镇（浏阳市柏加镇、雨
花区跳马镇、株洲市石峰区云田
镇)、华容县芥菜小镇（三封寺镇）、
邵东县廉桥中药材小镇（廉桥

镇）、湘潭县湘莲小镇（花石镇）、
新宁县脐橙小镇（黄龙镇）、汝城
县辣椒小镇（泉水镇）、炎陵县黄
桃小镇（中村乡）、靖州县杨梅小
镇（坳上镇）、常宁市油茶小镇（西
岭镇）。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袁延
文介绍，湖南省是农业大省，共有
1536个乡镇，其中以农业产业为
主的占绝大多数，乡镇上连县、下
带村，具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等综合性功能，可以有效地整合

政策、资金、要素等资源，是乡村
产业振兴最活跃、最生动的实践
主体。如果把乡村产业振兴看作
一场战役，那么建设农业特色小
镇就是要做这场战役的“排头
兵”。建设农业特色小镇为乡村
产业振兴提供了新抓手，为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
了新举措，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
了新动能。

湖南农业资源丰富、特色明
显，无论是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还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都须走

特色发展之路。去年，湖南省按
照“一县一特”的思路，启动实施

“六大强农”行动，今年进一步提
出打造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
乡镇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些
行动和举措都要靠乡镇来落实，
以乡镇为载体，也有利于打造一
批乡土经济活跃、产业特色明显
的典型。因此，建设农业特色小
镇，是从农村基层实际出发，探索
乡村产业振兴的有益实践。

未来，湖南省将围绕十个农
业特色小镇的十项特色产业，分

别组织10个由农业科技专家组成
的指导帮扶团队，对农业特色小
镇开展“一对一”指导帮扶，在产
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产品品种改良、品牌建设等方面
提供专业服务，助力特色小镇做
强做优。还将全力支持农业特色
小镇申报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
镇，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向农业特色
小镇倾斜，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
批在全国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
特色小镇。 （来源：新湖南）

湖南公布首批十个农业特色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