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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傅祖栋 文/摄

4个月前，浙江省级
特色小镇第三批创建名
单正式公布。宁波新晋
创建名单的有7个，分别
是镇海I设计小镇、慈溪
小家电智造小镇、海曙
月湖金汇小镇、江北前
洋E商小镇、余姚智能光
电小镇、宁波杭州湾汽
车智创小镇、象山星光
影视小镇。

特 色 小 镇 看 浙 江 。
由浙江最早开始探索的
特色小镇，如今已成为
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
全国掀起了一股特色小
镇建设的热潮，掀起了
资本下乡的大潮，给振
兴乡村经济，带来新的
业 态 ，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然而，在特色小镇
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小
城 镇 模 仿 大 中 城 市 的

“千镇一面”以及山寨化
的现象。那么，特色小
镇，怎样发展才得当？
本月初，由宁波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主办的中国
特色小镇建设高峰论坛
在宁波举行，来自政府
部门、行业的大咖汇聚
一堂。由此，记者进行
了专题采访。

目前特色小镇有两种形态，一
是由住建部主导的建制镇，二是我
省的非建制镇。特色小镇重点在
特，在产业、建筑文化、小镇形态
方面要形成可识别、差异化的特
色。它是生产、生活、生态三融
合，产业、旅游、文化三位一体，
而不是传统产业园区。我省的特色
小镇已成为小城镇发展的新形态。

专家们在论坛上指出，特色小
镇的差异化是建设要点，每个小镇
都是独特的，越是因地制宜，就越
能做出特色来。而这个特色只有转
化成比较竞争力才算成功。

特色小镇发展要走小规模、紧
凑型、集约化的新模式。在浙江，
特色小镇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
是几个村庄；可以是一个功能区，
也可以是一个再开发的废旧矿区，
一个田园综合体，一个特色街区等
等。在特色小镇的发展中，一定要
把思路从追求规模数量转到追求质
量、品位、魅力上。其中，微型社
区是小镇独特优势，要在小尺度、
近距离和微景观上做文章，杜绝克
隆大中城市发展模式，改变大马

路、大广场的新城新区形态。
要特别重视小镇的运营，一定

要充分考虑小镇设施的投入产出
比，追求各类设施的高运转率，降
低各类成本，千万不要做贪大求
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

特色小镇发展必须要走多领域
交叉、不同产业渗透和不同行业融
合之路，要解决好跨界、融合和共
享等方面的问题。在特色经济、文
旅产业发展中，单一产业盈利很困
难，多业融合才能丰富产品形态，
增加盈利环节，衍生产品链条，形
成多样化的商业模式，从而增大盈
利可能。会议室、产品展示、融资
服务、政府服务、技术创新、文化
活动、档案管理、会计服务、法律
服务、咨询服务等都应是小镇追求
服务共享的内容。入驻企业可以不
设专门的后勤部门，全部通过购买
服务来实现共享，从而大幅降低成
本。特色小镇里的产品、技术和商
业模式创新需要跨界来解决。为
此，小镇应该有公共创新和创新技
术、创意、模式交易平台，以吸引
创新人才和技术。

特色小镇建设方向在哪？

专家们认为，特色小镇能培育
新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传统
产业如何转型升级是实体经济如今
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特色小镇就为
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
平台。它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推
动实体经济供给能力的提升。浙江
的实践是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延升产业链条。特色小镇围绕茶
叶、黄酒、丝绸等单个产品打造完
整的产业生态圈，培育具有行业竞
争力的“单打冠军”。

积聚推动新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也是特色小镇的一个重要功
能。比如，机器人、智能技术、大
数据产业、物联网、通用航空、基
因技术、3D 打印等这些新兴产业
也是特色小镇的建设方向。在特色
小镇里，诸多软硬件要素聚集，构
成了一个创业创新的生态群落，也
自然衍生为一个创新、创业的新平
台。

发展特色经济新领域也是特色
小镇的发展方向之一。传统的医
疗、文化、体育、旅游等产业，经
过医养结合、运动与康乐结合、旅
游与文化融合创新之后，形成非传
统业态的特色经济，如养老、康
乐、非传统运动、文化产业、IP
指引下的文旅产业、主题公园、特

色种植业、特色养殖业、花卉、中
药和名优特新产品的综合开发等。
工业遗产、废旧矿山和工厂再开发
也是新的发展领域。这样的特色小
镇有袁家村、古北水镇、乌镇、丽
江、长隆旅游度假区、华侨城、青
瓷小镇、巧克力小镇、北京宋庄、
北京 789、山西左权和榆次的生态
庄园等等。

特色小镇还将是新型人居环境
的新空间。它们没有大城市的拥
挤、冷漠，同时也避免了农村公共
服务缺乏和文化精神生活贫乏的缺
点，是青山绿水与现代生活有机统
一的地方。

专家们指出，特色小镇要以人
为本、产城融合，不要克隆大中城
市形态，要紧紧围绕市民工作和生
活，追求实用化和自然随性。田园
生活是中国人精神的归宿，特色小
镇要在家族文化传承、乡土文明等
方面有所体现，这也是特色小镇的
精神价值所在。

同时，通过特色小镇形成块状
产业群，可以解决农民就业和支
撑新型城镇化，使特色小镇得以
成为分流大城市部分功能的微中
心 和 为 大 城 市 服 务 的 特 殊 功 能
区，成长为环绕城市群的卫星小
镇。

特色小镇能干什么？

谁最关注特色小镇发展？答案
是大公司、央企、城市资本和民营
资本。如今的中国正迎来一股资本
下乡的新潮流。民间资本对特色小
镇的热情很高。同时，政府背景的
资本也对之表露了极高的热情。阿
里、华夏、吉利、万科、万达等中
国知名的大公司都直接参与特色小
镇建设，还有央企和大量城市资本
进入这个领域。有数据表明，全国
房地产企业前 50 强全部进入了特
色小镇领域。眼下，各大公司正在
全国范围内跑马占地，争夺相对稀
少的特色自然资源、景观资源和生
态资源。

那么谁是特色小镇的消费者？
答案是城市中产阶级。据预测，中
国目前有2-3亿中产阶级，2020年
将有3-4亿。城市中产阶级到乡村
旅游、养生养老、长期居住已经形

成潮流，他们是特色小镇消费的主
要市场人群。

中产阶级的消费有什么特点？
他们追求产品有档次、有文化、有
品味、有特点、有情调、需求差异
化，不追求大众化、同质化、低价
位。其中，新生代“80 后”“90
后 ” 和 “00 后 ” 已 成 为 消 费 主
体，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品牌意识
强，更容易成为品牌拥护者，更具
有国际化的视野。

今后，城市资本、社会资本会
是特色小镇的投资者，也是未来小镇
的资产拥有者。特色小镇的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主要依托社
会民间资本投入，采取与政府长期合
作的PPP模式。这与以往小城镇由农
民自己建设完全不同。今后，投资者
或者由投资者引入的专业化运营公
司应该是特色小镇治理的主体。

谁来投资，谁来消费？

因地制宜、多元化、多样化
的特色小镇模式应当是小城镇发
展的创新灵魂。对于不同区域应
该发展哪些不同类型的特色小
镇，专家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专 家 们 认 为 ， 在 大 城 市 周
边、城市群内部，处于交通网络
化的背景下，利用大城市的消
费、要素外溢的优势，可发展对
高质量要素资源依赖性强的科技
创新型、高端引领型产业，比如
云栖、梦想、基金、机器人小镇
等。另外，还可发展一批服务于
城市居民的吃喝玩乐型特色小镇
和文教小镇。在中西部地区、城
市群之外的地方，可以以乡村旅
游、民间文化为特色，发展以田
园综合体、美丽乡村、特色种植＋
文旅、特色养殖＋文旅、民宿经济
为主的特色小镇。在山区、海岛等
具有风景资源优势的区域，可以发
展娱乐小镇，体育运动小镇，养生、

养老、休闲、健康特色小镇。而建筑
有特色的古村、古镇、古街道可以
依托古建筑发展民宿、文旅项目，
传承村落及建筑文化。传统工矿区
可以利用废弃的工矿发展工业文
明遗址公园。边疆民族地区适宜突
出民族文化，发展民族风情特色小
镇。

总之，要防止千镇一面，不
能完全走模仿之路，创新才是特
色小镇的灵魂所在。

眼下，全国小城镇已高度分
化，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由于发
展阶段、客观条件不同，浙江的
特色小镇模式许多标准不一定适
用于其他地方。专家们认为，建
设特色小镇不是建工厂，也不是
生产流水线产品，要重在谋篇布
局，在形成独特的文化、集聚人
气培育市场、打造特色上持续努
力，在时间的积淀中走出属于自
己的发展模式。

差异化发展之路怎么走？

3年前，“互联网创业青年+风投资本”形
成了一个大孵化器——梦想小镇，它是浙江
最早成型的特色小镇。

两年前，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
快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在全省建设一

批聚焦七大产业功能、兼顾丝绸黄酒等历
史经典产业、有独特文化内涵和旅游功能
的特色小镇。

随后，2015 年 6 月，包括杭州梦想小
镇在内的首批37个浙江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名单公布。
2016年 1月 28日，省级特色小镇第二

批创建名单出炉，包括杭州下城跨贸小
镇、宁波鄞州四明金融小镇在内的42个小
镇入围第二批名单。

今年 8 月，浙江省特色小镇第三批创
建名单公布，一共35个。

至此，浙江百个特色小镇的布局呈
现。

（蒋炜宁 傅祖栋 整理）

特色小镇建设进程进程

文旅小镇大量涌现，有“天赋
特色”的文旅小镇几乎被瓜分殆
尽，余下的大多资质平平，无特色
成了最大困境。文旅小镇成功的关
键在于对接市场需求，挖掘潜能，
通过创新塑造独特IP。

甘坑村位于深圳中部，是客家
古村落，历经 350 多年的风吹雨
打，仍然保留着不少传统建筑和民
俗，然而，最近数十年古村越来越
被城中村密集的违建楼所包围。

要走出一条适合甘坑的文旅小
镇之路，就必须遵循甘坑客家文明
发展轨迹打造全新观感，保留浓厚
的客家底蕴，但甘坑村落很分散，
需要有一个形象有力的标志去总领
之。

甘坑找到了最富当地特色的产
品——甘坑古村小凉帽。该村曾经
以客家小凉帽最大产地著称于世，
客家小凉帽还被列为广东省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顶小凉帽下都
有特定角色，有价值情怀，还有人
文故事。甘坑锁定小凉帽作为其文
化 IP，将它转化为旅游共享资源，
建立与游客的伙伴关系，还把它转
化为世界通用语言和行为载体。随
后，以科技手段对客家小凉帽进行

深度挖掘和创作。2016年 9月，小
凉帽 IP 注册成功，创造了亲切萌
态的 IP 形象“小凉帽”及小伙伴

“阿妹”“铛铛狗”和“凉凉猫”，
打造出“小凉帽与二十四节气”

“小凉帽过大年”等多个系列主题
形象。今年 5月，小凉帽形象亮相
文博会，登上央视《新闻联播》；9
月，首部中国本土文化 IP+VR 原
创电影《小凉帽之白鹭归来》在第
74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斩获亚太
电影艺术单元最佳沉浸影片、最佳
未来影像金狮奖两项大奖，登顶全
球VR高峰；11月，全国第一个将
IP、VR、AI 相融合的未来生活实
现方式样板间——小凉帽魔法之家
亮相腾讯全球伙伴大会，让产品落
地实现智能化体验。

随后甘坑还拓展延伸产业，于
今年 5 月—8 月举办了第一届国际
绘本大赛，规模及水平已比肩发展
了 60 余年的老牌欧洲绘本大赛，
成为华语第一，全球第三。最后，
甘 坑 采 用 IP Town 模 式 切 入 文
旅，构建了一个个客家生活场景和
故事图景，将推出小凉帽主题酒
店、农场和VR乐园。

（蒋炜宁 傅祖栋）

特色小镇实践之二特色小镇实践之二：：

深圳甘坑走出文化科技IP创新之路

紧靠大学城的宁波云创 1986
青年小镇有着自己的发展路径：缔
造一个自成生态体系的青年乐活社
区，同时也是一个创业的灵感生活
地带。

云创 1986 青年小镇是在原宁
波大学东门商业街的旧址上翻新改
造的，连接着学生公寓和校园。这
块区域曾是闻名宁波的校园大集
市，400 多家大小店铺扎堆于此，
以廉价小吃、低端服饰和小化妆品
店为主。去年 6月底前，这些低端
业态商店被拆除，该区域实现华丽
蜕变，被用于打造校园与社会之间
的第三空间——国际双创青年小
镇。项目将创业创新、文化交流、生
活中心等规划融入其中，荟萃更多旅
游文化、艺术休闲、创意美食、潮流
娱乐、创客公寓等年轻社群元素，以
玩乐主义视角和丰富多元化的业态组
合，缔造出一个自成生态体系的青年
乐活社区。未来，它会是一个创业
的灵感生活地带。

小镇全力打造青年商业品牌孵
化基地，扶助、辅导青年实现属于
自己的创业梦。目前，小镇已经成

功引进或孵化闪咖、豆仆、无尾熊
照 相 馆 、 VR CLUB、 NEW-
GREEN、NO.818等品牌。

豆仆是品牌孵化计划的首个原
创品牌，致力于研发健康天然的豆
制品及谷物制品，且其产品均通过
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测试。NO.818
则从宁大学生最常用的文具入手，
着力打造最文艺的宁大青年小镇周
边纪念物。

未来，这里将呈现一个更有生
命力的特色创业空间，入驻电商、
文创、互联网+为主的创业创新项
目 ， 为 新 锐 创 业 者 提 供 精 装 场
地、创业指导、互动交流、资源
共享等一条龙配套服务。以学校
为背景的高校专家学者、企业经
理人、实战辅导高手、行业带头
人将被聘请指导创业。入驻小镇
的大学生创业者都可以加入人才
联盟，为未来发展寻找同盟和合伙
人。

未来它将是创业实训孵化基
地、SoHo 创客办公和青年商业品
牌孵化基地。

（蒋炜宁 傅祖栋）

特色小镇实践特色小镇实践之一之一：：

宁波云创1986青年小镇的乐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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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3日，2017年中国（宁波）特色小镇、民宿产业投资贸易展览会
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图为展览会上展出的工艺产品。

图为观众在展览会上参观工艺品商行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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