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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璐璐

特色小镇的建立，是为了解决人的

安居乐业问题，只有产业发展起

来，人气才能聚集起来。而特色产业发

展定位则需要综合时间、空间、历史、文

化、民俗、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因素。

在新时代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通过市场化

运作模式，突出特色文化，特色小镇成

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载体以及传

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新平台。对此，江西

大余丫山小镇、安徽合肥三瓜公社小镇

以及天津西青杨柳青文旅小镇的发展

取得了一定进展，为建设高品质特色小

镇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地道探险、徒步登山、悬空栈道、蹦
蹦床等运动休闲项目，被巧妙地布局在
丫山茂密的森林中，可游、可玩、可运动、
可休闲养生，一个以运动休闲为主题的
特色小镇正款款而来。

丫山小镇位于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黄
龙镇，背靠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丫山
景区，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突出。丫山小
镇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打造全新的体育
运动产业，巧妙利用优势资源并且创造
更高的商业价值。

近年来，在中央、省市等相关部门的
正确引导下，大余县以“全域旅游”理念
为抓手，精心打造了46个各具特色的乡
村旅游点，形成了“百里乡村旅游长廊”，

“古文化旅游长廊”，“章江流域生态旅游
长廊”，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体验乡

愁。每个点都有不同的特色，每个点都
是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最佳去处。

丫山小镇与丫山风景区相辅相成，
充分发掘丫山这一天然优势，一方面将
运动元素嵌入文旅元素中，提升游客与
自然的互动性；另一方面在小镇配套多
元的商业，提升游客与小镇的互动性，促
进消费，扩大收入。

目前，小镇建成了A哆乡村，包含农
乐园、农趣园、农居园和农味园四大特色
园区，聚集了趣味运动、特色餐饮、花海
游览、种植养殖等综合性游客体验项目，
以及民宿、酒吧等生活娱乐设施，被称为

“乡村版迪士尼”。另外结合丫山森林栈
道、万亩竹林、高海拔茶园、儒释道文化、
知青文化等，也能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商
业项目供游客选择。

在运营模式上，丫山小镇采取“模块
化经营，物业化管理”的方式，在统一物
业管理服务下，将小镇各项细分产业分
包出去。一方面减轻投资方运营压力，
将更多精力放在宏观层面，例如小镇品
牌塑造、对外宣传、市场调研以及项目开
发设计等，并能从物业管理服务中获得
较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分包经营的主
体主要是当地村民和创客，极大提高他
们的创业热情，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
岗位，同时营造小镇产业竞争的有益局
面，优胜劣汰、净化优化市场环境。

未来，大余丫山小镇继续以体育产
业为核心，大力发展文化、养老、体育旅
游、运动康复、体育培训等产业，实现运
动休闲与城乡建设融合发展，一二三产
业协调推进。

当沿着水泥路走进“三瓜公社”，映
入眼帘的便是颇具想象力的广场，广场
四周分散着商店、介绍馆以及一些有趣
的公共设施，广场的墙壁上还涂画着颇
有想象力的漫画，显得非常生动。

在大多数人眼里，农村存在着贫困
与落后，但农村也同样有着普通人的喜
怒哀乐，还有着农村人特有的朴实情怀。

据了解，安徽省合肥市巢湖经济开
发区的三瓜公社小镇用一年的时间，通
过保护环境生态、人文生态，率先打造
合肥生态村；用两年的时间，潜心发掘
半汤好产品，发展半汤好电商，发挥半
汤好产业，打造安徽电商第一村；用三
年的时间，力争实现半汤农村美、农民
富、农业兴的局面，打造中国美丽乡村
的典范。

三瓜公社立足产业“特而强”、功能

“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
活”，高品质打造第一批特色小镇，秉着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以
“整旧如故、体验其真”为规划理念，保
护乡村建设肌理，推进示范特色村创
建，展示乡村自然人文特色。对汤山旧
民宅进行“一户一特”的重新定位设计，
对汤山古村落进行“一村一品”的建设
布局，形成“冬瓜民俗村”、“南瓜电商
村”和“西瓜美食村”三大特色村。

作为商贸文旅类小镇，三瓜公社小
镇结合项目自身资源和特点，以农业为
基、电商为魂、旅游为辅，以电子商务为
驱动，以农旅融合为切入点，以“线下体
验、线上销售，企业引领、农户参与，基
地种植、景点示范”为模式，围绕民俗、
文化、旅游、餐饮、休闲等多个领域，综
合现代农特产品的生产、开发、线上线

下交易、物流等环节，探索出一条信息
化时代的“互联网+三农”之路。

电子商务驱动农产品进城，帮助农
民增收致富；乡村旅游驱动市民下乡，逐
步实现乡村振兴。三瓜公社小镇政、企、
村、民四方协同，企业和村集体为主体、
政府为保障、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共享
共建，并建设电商平台区域总部，前后引
入甲骨文科技、微创联盟、半汤电子商务
等数十家电商创业公司，荣获安徽省电
商十强，各界主体不断为小镇发展融入
活力，形成了一种可持续化、多元化且多
方受益的特色小镇运作新模式。

如今，三瓜公社小镇已入驻企业90
家左右，吸纳就业2000人，完成特色产
业投资 2 亿元，年接待游客 600 万人
次，成为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
的大市场，带动区域共同致富。

杨柳青木版年画具有380多年的发展史，是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国内外。天津市西青
区杨柳青文旅特色小镇是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产地之
首。依靠古镇丰厚的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积极推进极具地方特色文化产品，杨柳青这个
古镇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焕发出勃勃生机。

小镇核心区由国有平台公司投资建设，其他功
能区引入知名文旅开发公司进行专业化市场化的融
资、开发、运营事宜，为确保小镇顺利建设提供保
障。小镇的开发模式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政府、国企、
民企等各方优势，吸引各类企业、大师工作坊、个体
工商户积极参与，为小镇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小镇主要产业发展方向为民俗和民间艺术、旅
游，规划分为镇中特色古镇区、镇南现代产业区、镇
北生态休闲区。据了解，小镇已入驻企业及商户
1100余家，吸纳就业4000人，完成特色产业投资21
亿元，年接待游客226万人次。

以文化特色为引领，小镇推动软硬件环境打造
与年画产业特色相匹配，保持年画特色的唯一性。
在载体建设中融入明清建筑风格特点，保持小镇风
貌统一。小镇内建有的年画博物馆、民俗文化馆、明
清街等传播年画的文化空间，为年画产业化奠定了
坚实基础。围绕年画技法工艺和流程特点，小镇集
聚了木印、水印、石印、胶印等上下游产业，结合文旅
项目实现年画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开发丰富旅游资
源，实现年画文旅跨界融合。

在维护古建筑之外，多样的文化节日也是杨柳
青镇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我们有木版年画节、如
意大街庙会、杨柳青民俗文化旅游节等等。通过这
种方式打造杨柳青旅游文化品牌，能够将年画、古建
筑等元素有机结合，形成独一无二的市场竞争力。”
杨柳青镇党委书记钱雪梅说。

在实现文旅产业高端集聚和融合发展的同时，
小镇以年画产业为主导，植入文化、生活、生态，充分
激发年画产业的创新创业活力。此外，小镇建设坚
持以人为本，在产业上注重人才培养，实现匠人聚
集，积极发挥大师引领作用，为老一辈和新一辈年画
艺术家提供宣传展示的机会。小镇为居民提供优良
的生活配套和生态环境，提升民生幸福感。

丫山小镇：在富氧的丛林深处奔跑

三瓜公社小镇：久违的乡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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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文旅小镇：
匠心守护“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