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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全
国第一批 16 个特色小镇典型经
验，并公布了400多个需要淘汰整
改的特色小镇名单，在各地引起
巨大反响。

“特色小镇的初心和使命，是
以特色产业为核心，兼顾特色文
化、建筑和环境，是现有城镇体系
的有益补充。”江苏省发改委经济
体制改革处处长李君良接受采访
时说，江苏借鉴浙江先行经验，结
合省情实际，打造了56个“苏派风
格”的特色小镇，其中2个入选了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精品特色小
镇”。

小镇故事多
发展靠特色
句容郭庄，宁杭高速上一座

并不很知名的小镇，因为“绿色新
能源小镇”的打造，入选了全国首
批“精品特色小镇”，“典型经验”
是“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引
擎”。

盛夏时节走进郭庄，还是一
片田园水乡景观。在养殖户鱼塘
里、农民屋顶上太阳能光伏板通
过能源微网，本地能源生产与用
能负荷基本平衡。除了新能源示
范应用，郭庄最“打动”发改部门
的，是这里以光伏产业为核心，集
聚了10家企业，完成产业投资187
亿元。

“建特色小镇，产业是根本。”
江苏省发改委有关部门负责人
说，产业是特色小镇立足之本和
魅力所在。从产业集聚看，江苏
首批25个特色小镇吸引了2589
家企业，以最小的空间资源集聚
当地最有基础、最有特色的主导
产业，年产值超过1632亿元。其
中，南京未来网络、常州石墨烯、

无锡鸿山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小镇
集聚了细分领域三分之一以上企
业。

江苏实体经济强劲，以产业
为基础，积极拓展“产业+科创”

“产业+文化”“产业+旅游”，是“苏
派特色小镇”的最大特点。苏州
高新区苏绣小镇是苏绣的发源
地，集聚了120家企业，但其入选
全国首批“精品特色小镇”更多是
凭借文化符号意义和特色空间打
造：镇区绣品街上，429家商户中
376 家为绣庄和刺绣工作室，有
9000 多名绣娘、十几名“非遗大
师”在这里从事绣品设计、创作和
生产。

“小镇故事多，发展靠特色。”
李君良说，全省56个特色小镇，分
成高端制造、创意创业、现代农
业、历史经典等六大门类，每个都
有自己的“一招鲜”，都有自己的

“成长故事”。7月22日科创板首
批上市25家企业中，“688001号”
华兴源创即由苏州东沙湖基金小
镇“运作包装”，股票上市后市值

上涨100多亿元。黄桥作为“中国
提琴产业之都”，年产提琴产品占
到世界总量的30%，如今发展“琴
韵小镇”，建起了艺术中心、博物
馆、工作坊。

宽进严考核
优胜劣淘汰

“什么是小镇的‘特色’？特
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专
家举例说，譬如东海水晶、盱眙龙
虾，是江苏独有的，或是江苏品牌
最响的。再如石墨烯，虽然不少
地方在发展，但常州产业集聚度
达到全国的 1/3，形成集“研究
院－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科技园”于一体的创新创业
生态体系。未来网络是互联网下
一个风口，虽然许多城市在抢抓，
江宁却集聚了江苏未来网络研究
院、东南大学通信技术两个国家
级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CERI在这里开通，辐射全国。

因此，虽然江苏省特色小镇

实行“宽进严定、验收命名”，但
“严定”标准之高，在申报之时就
让许多特色不彰显、创建无希望
的小镇知难而退。像在产业小镇
申报中，苏北某小镇阀门制造产
业集聚度很高，但是环保包袱重，
不属于“高端制造”范畴，一上来
就给“刷”掉了。江苏历史上经典
产业很多，但首批仅入选了苏绣
小镇、丹阳眼镜小镇等3家，“我们
的特色小镇，要的是‘高原上的高
峰’，要能够代表江苏、代言江
苏。”李君良说。

产业新社区
城镇新“硬核”
江宁未来网络小镇、句容绿

色新能源小镇都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建制镇”，但都比自己的“老东
家”秣陵街道、郭庄镇更具活力、
更有吸引力。“脱胎于秣陵工业集
中区的未来网络小镇，已成为江
宁中部崛起的核心板块。”南京未
来科技城管委会主任张彩千介

绍，未来网络小镇已集聚中小科
企1400多家，吸引了年轻创业者、
上班族3万多人，看到小镇人气这
么旺，银城、五矿等开发商在此拿
地开发。

有关专家认为，特色小镇对
现有城镇体系是有益补充和增
强。“小城镇、大战略。”李君良说，
现有城乡体系中，大城市对小城
镇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的同
时，自身由于人口膨胀也造成了
各类城市病；而小城镇由于产业、
人口外流，存在造血能力不够情
况。特色小镇则以产业聚人、环
境引人，在空间布局上既接受大
城市辐射，又形成了“反磁力中
心”。

因此，虽然特色小镇既非镇
（建制镇）也非区（园区），但由于
从特色产业积聚而来，建设上并
未“另起炉灶”，功能上各有侧重：
一是“园中镇”，如苏州工业园东
沙湖基金小镇、常州西太湖科技
园石墨烯小镇，对所在园区来说，
特色小镇是“提炼和概括”“头部
和大脑”，推动园区转型升级、产
城融合；二是“郊区镇”，如汤山苏
豪康养小镇、苏州苏绣小镇、栖霞
山非遗文创小镇，以特色产业积
聚人气、发展为逆城市化的“卫星
城”；三是“镇中镇”，如江阴新桥
云裳小镇、泰兴黄桥琴韵小镇、东
海水晶小镇，定位为乡村产业振
兴和就地城镇化的新增长极。

“不管是哪种形态的小镇，
我们都要求按照3A景区标准规
划建设，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融合’，产、城、文、旅、智‘五位一
体’，使其从‘母体’中破茧而生、
凤凰涅槃槃，发展为新经济的集聚
地、城镇化的新硬核。”李君良
说。

（来源：中国江苏网）

球磨机成为餐厅背景，泥浆
池进了陶瓷博物馆，大碾盘改建
成音乐啤酒广场，老厂房改建成
陶瓷体验区、琉璃坊、陶瓷学院和
会展中心……高端的设计与旧厂
房有机地结合起来，老工业厂区
焕发出魅幻魔力。

山东淄川陶瓷有着 5000 年
的悠久历史。借助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机遇，怎样在传承中将其
发扬光大？近日,记者在陶瓷名
镇、原淄博陶瓷厂所在地淄川区
昆仑镇，探究这个曾经的陶都怎
样在转型升级中蝶变为“特色小
镇”。

山东淄博瓷厂始建于 1954

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淄博市投
资建立的第一个日用细瓷厂。它
曾是淄博人的骄傲，是陶瓷大师
的摇篮，更是全国陶瓷界瞩目的
焦点。然而上世纪90年代，全国
陶瓷业不景气，淄博瓷厂破产了，
只剩下一片破旧的老厂房。

为了保护陶瓷文化遗产，留
住陶瓷人的乡愁，加快老工业基
地转型升级步伐，在淄川区委、区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2013年起，
从淄博瓷厂走出来的任峰开始对
该片区进行规划设计，并成立了
昆仑瓷器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修旧如旧”的设计理念，历经4年
改建，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终于

在2017年9月正式开园。
在2016年昆仑镇获“中国特

色小镇”称号。昆仑镇党委书记
焦鹏生介绍说，“昆仑镇产业基础
雄厚，其中企业生产的牛奶杯和
咖啡杯、茶杯占到了全球产量的
70%，仅2018年就有约6000万只；
硅元瓷器、泰山瓷业生产的高端
艺术陶瓷，还经常作为国家用
瓷。”近年来，依托独有的区位优
势和产业基础，昆仑镇全力打造

“陶瓷风情小镇生态宜居新城”，
形成以陶瓷文化创意、高端装备
制造和生物医药为主导的三大特
色产业，这些特色产业的集聚发
展，为昆仑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

了充足的空间，更为经济发展提
供了新的动力。

走进兆霞陶瓷展厅，耳畔回
荡着古典音乐，展架上摆放着各
式各样的陶瓷器皿。“我从18岁开
始就在博山做陶瓷批发，经营模
式十分单一。入驻园区以来，在
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让
我有机会进修深造，还引导我转
型升级做陶瓷文创产品。”创始人
赵霞兴致勃勃地介绍起她的转型
之路。

兆霞陶瓷只是1954陶瓷文创
园内商铺转型发展的一个“缩
影”。几年来，1954陶瓷文创园吸
引入驻的商户有3D打印、奇石文

玩、字画等各种业态，涵盖工业、
陶瓷文化、教育、研发设计、展览、
体验、餐饮、娱乐、休闲、旅游等多
种业态。

园区内还有一所别具特色的
“陶瓷学院”。由园区与淄博理
工学校合作办学，30多名签约大
师定期会来授课，目前约有 140
名在校生。学生通过系统学习
和实际操作，有助于将陶瓷文化
传承。陶瓷学院自设立以来，积
极与园区里的企业深度融合，让
学生足不出园就可以实习、就
业，为园区文创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人才。

（来源：大众网）

小镇案例

山东淄川陶瓷特色小镇的蝶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