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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新闻频道《共和国
发展成就巡礼·浙江篇》直播中，
杭州梦想小镇在全国观众面前亮
相，小镇创客们的黑科技成果闪
亮登场。

在全国特色小镇创建热潮
中，杭州的特色小镇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均领先长三角其他地
区。梦想小镇、云栖小镇等已成
为全国特色小镇创建的标杆。

《杭州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行
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充
分利用上海、合肥等长三角主要
城市人才、科研等资源优势，建立
沪杭、合杭梦想小镇。这意味着，
梦想小镇将走出杭州，在整个长
三角范围“开枝散叶”。

特色小镇成为
区域合作新载体
近日，记者在衢州市柯城区

航埠时尚低碳小镇的浙江佰意5G
数字化智造基地内看到，一台台
全自动裁床正按照预设的模板对
布料进行剪裁，一辆辆智能小车
准确地沿着电子轨道将货物送到
工位旁。在中控室的大屏上，订
单完成进度、产品合格率、生产用
时等各项数据一目了然。

“每个工位的生产情况在中
控室都能实时监控，并发出指令
调配生产任务，从而保证生产效
率最大化。”浙江佰意智造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王耀水告诉记者，目
前该基地一共配备了16条自动生
产线，全部植入5G芯片，保障各
项生产数据实现实时传输。

在航埠时尚低碳小镇，像佰
意服饰这样主打时装产业数字化
的企业还有不少。不过，作为浙
江省第三批创建特色小镇，航埠
时尚低碳小镇在成立之初并没有
将时尚作为主导产业。“当时定下

来的名字是航埠低碳小镇，准备
主要发展低碳产业。”航埠时尚低
碳小镇专职副主任夏灵飞告诉记
者。

尽管低碳是国家大力扶持的
新兴产业，建设低碳小镇却并没
有那么简单。“低碳的概念十分前
沿，但也比较宽泛，落实到特色小
镇上缺少实体支撑。另一方面，
低碳产业需要一系列高新技术产
业作为基础，这些航埠都不具备，
招商引资遇到了很大困难。”夏灵
飞解释。

转机来源于杭衢山海协作工
程。去年5月起，柯城区多批次组
织干部和企业负责人赴余杭考察
当地的时尚产业。“时尚产业是浙
江八大万亿产业之一，且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而余杭的时尚产
业有辐射转移的需求，在杭衢山
海协作背景下，余杭柯城可以实
现产业共构。”余杭区挂职干部，

衢州市柯城区委常委、副区长黄
宏瞻介绍。

双方一拍即合。柯城区迅速
对航埠低碳小镇进行重新规划定
位，并于去年8月将其正式更名为
航埠时尚低碳小镇。同月，余杭
服装协会的原会长单位——杭州
杰丰服装有限公司投资1.77亿元
在航埠建设服装产业园，为浴火
重生的时尚低碳小镇送上了“第
一桶金”。仅仅两个月时间，总投
资12亿元的网驿·时尚工场项目
正式签约，航埠低碳小镇迎来首
个 10 亿元级投资项目。今年 6
月，航埠时尚低碳小镇又与余杭
艺尚小镇签约结为姊妹小镇，双
方在小镇创建、产业共构、资源共
享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艺尚设
计、航埠智造”即将成为现实。

“航埠镇其实并不是传统的
服装产业强镇，如今能够‘无中生
有’地发展出一个时尚低碳小镇，

离不开来自杭州的倾力帮助。”夏
灵飞坦言。

对于杭州而言，特色小镇已
经成为山海协作乃至整个区域合
作工作的一个良好载体。就在航
埠镇东面的柯城-余杭山海协作
产业园，一个依托于巨化集团、阿
里巴巴集团、恒生科技园等业内
龙头的新材料小镇正在迅速崛
起，并于去年9月成功入选浙江省
级特色小镇第三批培育名单。

谋划“长三角小镇”
为更多创客圆梦
衢州市柯城区航埠时尚低碳

小镇与新材料小镇的成功，很大
程度上是借了山海协作这一浙江
省级战略的东风。而假如将视角
进一步放大到整个长三角地区，
杭州的特色小镇则有着更为重要
的示范意义。

在安徽省黄山市，以非遗保
护为核心的徽艺小镇吸引了多位
非遗技艺传承人入驻，35个古色
古香的“大师庄园”已经进入建设
阶段。

“杭州的特色小镇创建水平
高、模式先进，很多地方都值得我
们借鉴。”黄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金涛告诉记者，建设徽艺小镇的
想法来源于他在杭州考察学习的
经历。

对来杭考察特色小镇创建工
作的外地考察团来说，位于余杭
区的梦想小镇几乎是必去之地。
记者了解到，2018年，仅柯城区赴
余杭考察特色小镇就已达563人
次。

梦想小镇成立四年来，已有
157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创客在
此追逐梦想。

去年9月，长三角产业特色小
镇发展联盟在上海成立，开启长
三角“产业特色小镇”联动发展新
篇章。

而在今年新近挂牌成立的钱
塘新区，一个以双创为主题的长
三角小镇也已在谋划当中。未
来，它将与沪杭、合杭梦想小镇一
起构筑特色小镇联盟，为更多的
长三角年轻创客圆梦。

“上海、合肥都是国家综合性
科学中心所在地，其科研、人才资
源优势与杭州的创新创业活力、
产业化能力互补性很强。通过在
两地设立梦想小镇，杭州既能实
现小镇的服务和品牌输出，又能
为两地优秀人才提供一个创业创
新的良好平台，从而实现互利共
赢。”杭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近期杭州与合肥两地发
改委就合杭梦想小镇的建设进行
了深入探讨，目前双方已达成了
初步合作意向。

（来源：浙江在线）

近日，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江
西省南昌市东部的进贤县钟陵
乡，从三里乡下了德昌高速，沿着
弯弯曲曲的省道，大约开了30分
钟，眼前豁然开朗：道路两旁的民
居整齐排列，青砖白墙，一袭江南
水乡特色。

进贤县县委书记钟益民表
示，钟陵乡将以富硒产业园为依
托，以三岸村委会中心村建设为
突破，大力推进富硒特色小镇建
设。该项目建成后，将主动对接、
服务富硒产业园，着力打造成产
业园客流、物流，生活、商业，旅
游、休闲的集聚地，为一二三产融
合、农文旅结合提供积极的尝试

与探索。
2019年，进贤县制定出台了

富硒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扶持
政策等文件，着力夯实农业基础，
补齐农村短板，千方百计促进农
民增收。

在钟陵富硒特色小镇项目建
设地，钟陵乡乡长付秀金一边指
着规划图，一边介绍：“钟陵乡背
靠军山湖，紧邻富硒产业园，进里
线穿境而过，离昌景黄高铁军山
湖站也仅25分钟路程，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富
硒特色小镇的第一步建设，即在
三岸文家村的村基老宅，按照‘规
划、建筑、景观、环境、功能’五位
一体的目标，进行三岸文家中心
村改造提升。”

钟陵乡综治办副主任梁珍珍
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但她在这里
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她说，文家村
现有的 24 户农户将全部进行拆
迁，待初步建成后，三岸村其他10
个自然村426户、1849人也将全部
拆迁合并至文家中心村。同时，按
照远景规划，富硒特色小镇项目
（文家中心村）规划区域总面积近
2000亩，建设区域总面积300亩，
不仅可以容纳三岸村委会现有11
个自然村的村民，还预留了充足的
远期拓展区域，将吸引全乡范围内
的村民来这里安家兴业。

钟陵乡党委书记胡鹏跃说：
“富硒特色小镇紧靠富硒产业园，
是产业园客流、物流，生活、商业，
旅游、休闲的集聚地。在项目规

划建设当中，已为三岸村委会预
留了部分集体发展用地，今后可
根据需要发展民宿、餐饮、康养等
产业，再加上外地村民迁入缴纳
的耕地资源占用费等各项收入，
三岸村委会每年收入将至少达到
50万元，为消灭空壳村、解决集体
经济缺少收入来源等难题提供了
有效思路。”

按照农业生产进园区、生活
休闲进社区、购物消费进街区的
建设理念，并结合市委对社区

“1＋5+X”规划布局的要求，特色
小镇不但规划了商业街、酒店、餐
饮等商业设施，还建设了邻里中
心、休闲广场、游客集散中心等公
共设施，同时配备了学校、医院、
居家养老中心等相关衍生业态，

既形成了精品社区生活圈，又能
够满足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多层
次、多样化需求，有效提升小镇公
共服务水平。

“目前，钟陵乡脱贫攻坚产业
扶贫方面仅限于光伏扶贫、农业
生产领域。富硒特色小镇建成
后，将紧紧依托富硒产业园的优
势，大力发展商贸业、服务业和旅
游业等新型业态。”付秀金说，通
过富硒特色小镇，紧紧依托钟陵
富硒产业园，凝聚人气，发展休闲
旅游农业、体验式农垦文化创意
产业，建设区域品牌农产品展销
中心，引导农民就地兼业经营，切
实通过产业融合，拓宽本地农民
增收渠道，实现生活富裕。

（来源：中国农网）

小镇案例

钟陵富硒特色小镇：探索农文旅结合新模式
洪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