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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贵在特色,好在宜居,美在清新绿色。近几年特

色小镇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与此

同时,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这些

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其具体实践对策进行探索。

1特色小镇概述

所谓的特色小镇, 即符合我国可持续化发展的战略要

求,高度结合自身的特色,紧抓产品需求,展开科学性规划,不

断满足社会与人民群众需求, 饱含我国文化精神与人文需

求,形成城市、居民、文化高度统一融合的重要城市平台。特

色小镇的建设不能一味依据过往建设城区的方法, 必须不

断探索与突破,力争创新与优化。因此,施工单位与职能部门

开展特色小镇的创建过程中, 需要在不断的实践尝试中进

行改革调整。尤其是国家指定的改革试点,应当予以优先建

设和重点资金注入, 只要特色小镇的改革符合国家发展的

要求与相关法律规定,就应当给予及时的肯定与鼓励。需要

注意的是, 尽管特色小镇的建设广泛受到政府与社会的支

持,但仍然要做好其相关的责任分配工作,确保包括施工单

位、职能部门、监管部门、开发商等在内的各单位落实好自

身的责任。

2目前我国特色小镇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2.1认识存在偏差,发展定位不准。我国对于特色小镇

建设起步较晚, 在思想观念以及对于特色小镇的建设上,均

存在着较大的误区。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过度依赖传统

文化,而忽视了小镇发展中的产业基础。此外,特色小镇在建

设过程中,缺乏对于国家以及当地政府政策的了解,没有对

于当地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的全方面统筹分析,因此很难

制定出符合小镇发展实际的情况。

2.2忽视经济基础,缺乏实质性项目。特色小镇在规划

建设中,存在着项目规划起点较高,忽视当地经济发展实际

的问题。此外,小镇建设缺乏实质性项目,缺少产业以及文化

基础支撑,因此,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特色小镇的后续建设

发展。

2.3企业主体作用不明显,集聚能力不强。目前,我国经

济发展整体趋势趋缓,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呈现出了一种政

府积极性较高、而企业建设积极性较低的局面。与此同时,

特色小镇在发展建设中, 必须要拥有一批在文化创意设计

以及城市规划中的优秀人才, 但是有些特色小镇在建设过

程中,小镇的规划以及小镇的创意设计等方面,都缺乏专业

人士的指导。受到人才缺乏等问题的影响,也影响了莲都古

堰画乡的整体投资规划。

2.4缺乏长期规划,项目储备不足。在特色小镇的建设

发展中, 大部分都是为了实现短期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在

具体项目规划中,部分项目存在着破坏原有文化环境、破坏

当地生态平衡的问题, 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规

划。此外,在特色小镇的项目储备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问

题, 最终将会影响到特色小镇发展的整体质量水平以及建

设效果等等。

3我国特色小镇建设的优化对策

特色小镇的发展, 关系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整体发

展,各地区应该积极抓住特色小镇建设机遇,加快特色小镇

建设。

3.1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突出“特”字

我国的职能部门应当摒弃过往直接开展建设规划的想

法,首先对国内外已有特色小镇建设的经验展开学习。再根

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开展符合本区域发展规

律与人文特色的特色小镇规划。只有因地制宜地规划特色

小镇的建设工作,才能更好凸显特色小镇的“特”字,各职能

部门必须利用好当地的客观条件,如当地的历史背景、当地

的人文特色、当地的文化习惯等,在我国嵩山即可建设一定

少林功夫的文化特色小镇, 在我国南京可建设一些关于六

朝古都的文化特色小镇等。只有高度结合地方性特色,才能

更好杜绝千篇一律的特色小镇出现。

要坚持特色化牵引。“特色”是特色小镇建设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 是生命力之所在。培育特色小镇必须以特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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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别具特色的小镇发展模式。特色小镇的发展,符合目前我

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有效的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特色小镇的发展,将产业定位、社区特征以及旅游功能等于一

体,推动特色小镇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特色小镇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发展模式,能够对当前经济新常态进行引领,也是当前新型

城镇化建设实践的平台和载体。特色小镇建设要借助新观念、新视角、新路径,积极进行建设方式的探索和实践,结合各种元

素,进一步推进特色小镇实践探索。特色小镇内涵极具特色,其功能极为丰富,集合“产业、城市、人文”为一体,推进了我国乡

镇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在政府的引导下, 國我 特色小镇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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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另外,找准特色。不同的小镇可能会选择同样的“特色”

打造,所以要明辨“特色”与“差异”的区别。特色小镇的“特

色”是一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和形式,源于“差

异”却高于“差异”,是可复制但不可雷同的。现有成熟小镇

差异化十分明显,均是某种唯一性的“单打冠军”。

3.2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体现“活”字

为保证特色小镇的质量, 地方政府应当避免过多无意

义的小镇建设,其建设工作应当以社会需求、国家需求为基

准,联动社会各企业采取经济效益大、建筑成本小的方式,开

展有价值的特色小镇建设。各区域政府应当尽量避免无意

义的成本支出,使用政府提供区域与土地,由企业注资开展

建设的模式,力争更好进行特色小镇的建设工作。

比如：“河南西峡太平镇是个山区乡镇, 主要以生产山

茱萸为主,河南山茱萸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75%左右,而

西峡县的山茱萸产量大概占全省的 1/3,形成了以山茱萸中

药材种植加工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 同时依托老界岭风景

区、伏牛大峡谷和老界岭滑雪场发展生态旅游,促进了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杨雁表示,“近年来,太平镇充分发挥资

源禀赋,在‘农游一体’发展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本地

生态、宗教、历史、民族、民俗和地质文化,进一步推动文化

传承,完善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3加强特色小镇的统筹规划,强化“保”字

特色小镇建设工作开展不利的重要因素是, 即使部分

职能工作者进行完善的建设规划, 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维护

监督工作,导致其建设效果差强人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各职能部门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力求开展好小镇建设

过程中的监督工作。首先,定期对建设队伍开展检查工作,确

保其工作过程中的合理有序。其次,职能部门还需要不定期

对建设工程队伍展开抽查, 保证其工程建设符合相关规定,

力求建设出符合规范与要求的特色小镇。

进行科学化规划。规划的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的失

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的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为此,要坚持设

计先行。实践中往往高论规划,避谈设计,或先有规划后有设

计。实际上,规划是用来实现设计的,必须以设计指导规划,

解决“一个特色小镇到底是什么,到底干什么,突破点在哪

里”的问题。结合实情创造性地提出支撑定位的最核心的超

级亮点与引爆点；然后通过创意去整合、连接各种资源要

素,推出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体系、业态组合、开发策略、运

营模式。

3.4注重特色小镇生产与生活环境建设,落实“色”字

尽管我国的特色小镇较为强调其功能性与产业性,但

在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更好注重其环境建设。由于特色小

镇首先必须吸引人民群众的注意力, 而其外观特征等是最

先容易吸引人民群众的关键点, 因此在其建设中要尤其注

重美观设计。设计人员应当高度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有区域

特色、符合当地人文特征的外观设计,以期第一时间紧抓居

民的眼球,更好发挥特色小镇的作用与力量。

4结语

特色小镇的建设,有助于加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加快

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提升小镇整体发展的竞争力水

平。目前,关于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

国学者对于特色小镇的研究, 大都是从 2010 年以后开始

的。从理论成果以及小镇建设实践中来看,我国特色小镇的

建设, 依然集中在对于特色小镇对当地经济以及生态的影

响, 特色小镇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旅游资

源的开发利用.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我国特色小镇的建

设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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