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旧州镇： 

让农村的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旧州镇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文化丰富，是中国屯堡文化的发源地和聚集区之一，是全

国第一批建制镇示范试点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美丽宜居小镇和国家

4A 级生态文化旅游小镇，被誉为“梦里小江南，西南第一州”。”今日，贵州安顺市西秀区

旧州镇党委书记刘可立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介绍旧州特色小城镇

建设发展的有关情况。 

刘可立表示，旧州，地处黔中腹地，始建于 1351 年，距省会贵阳 80 公里，距安顺市区

37 公里，全镇总面积 116 平方公里，总人口 4.4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 38.1%，平均海拔 1356

米，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100%。旧州镇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文化丰富，是中国屯堡文化

的发源地和聚集区之一，是全国第一批建制镇示范试点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美丽宜居小镇和国家 4A 级生态文化旅游小镇，被誉为“梦里小江南，西南第一州”。

近年来，旧州镇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有关精神，按

照省委、省政府建设特色新型城镇化示范区的战略部署，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山地特色小城镇

发展之路，取得了积极成效，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发挥生态和文化优势，建设绿色旅游小镇。过去，旧州镇是以种植、养殖和加工为主

的农业乡镇，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在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我们依托丰富的文化

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按照“镇在山中、山在绿中、山环水绕、人行景中”的规划布局和发

展理念，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先后完成了“土司衙门、古民居、古街道、古驿道”的修复修缮

工作，培育了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一个 4A 级国家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两个特色观光农业示

范区。同时加快旅游慢道、旅游小火车、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了以旧

州、天龙、云峰为重点的大屯堡旅游圈，推动了生态旅游与人文旅游融合发展，旅游产品的业

态不断丰富，今日旧州农村变成了景区。2015 年接待游客总人数近 4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 2.53 亿元，同时旅游的发展也带动了民俗客栈、特色农庄的迅速发展。既解决了农民就业

，又拉动了经济增长，2015 年解决了镇区和周边乡镇工 6 千人的务工，其中吸纳异地人民搬

迁 1 千余人就业。 

二是探索就地就近城镇化路径，建设美丽幸福小镇。根据旧州镇实际，就地就近城镇化是

推进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必然选择。我们按照国家“3 个 1 亿人”

城镇化行动方案和省“5 个 100 工程”建设目标要求，率先探索实践城镇基础设施“8+ ”项

目建设模式，完善了交通运输、污水处理、垃圾清运等基础设施，优化了教育医疗、文化、体

育、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政企合作、借助外力发展，我们与清华大学城市研究所深

度合作，吴良镛院士亲自指导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在浪塘村打造升级版“微田园”，

以“万绿城”城市综合合作建设特色产品职工基地，实现示范小城镇订单式生产，城市综合体

链条式销售。以葡萄牙里斯本大区维苗苏镇、黄果树旅游集团公司结成对子，合作打造特色旅

游民居、“山里江南”旅游综合体等项目，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向镇区和美丽乡村集中，同时把

小城镇建设与异地扶贫搬迁结合起来，将生活在治安条件极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

频繁区域的贫困户搬迁，集中安置到镇区附近，并帮助其就业。2015 年新建搬迁移民住房 500

户，计划安置 2250 人，群镇城镇化率由 2012 年的 35%提升到 2015 年的 45.2%，提高了 10.2



个百分点。 

三是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要求，积极探索创新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围绕城乡发展一

体化，投融资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试点要求，深化改革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成立了

镇级投融资平台，积极争取各方面投资资金。逐步把旧州镇打造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服

务农村的重要平台，带动周边的辐射点，建成了连接镇区以安顺中心城区的屯堡大道，改造提

升区内路网和对外通道，把周边的双堡、七眼桥、大西桥和刘官、黄腊等乡镇串联起来，形成

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城镇集群。 

四是加快省级示范小城镇建设，打造贵州小城镇省级版的排头兵。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

，我们抢抓发展机遇，在成功申报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后，着力打造文化生态旅游古镇。首先

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编制了镇总体规划以及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并委托省规院在全省率先

编制了旧州镇“多规融合”规划。其次注重绿色发展的理念，继成功创建生级绿色低碳小城镇

后，申报国家级绿色低碳小城镇，并通过了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财政部专家验收。最后，树

立“一盘棋”思想，把特色小镇建设与全面小康结合起来，按照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统筹镇

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构建“以镇带村、以村促镇、镇村融合”的“1+N”镇村联

动发展模式，通过特色小城镇建设我们得到了很多实惠。近三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 3 级

跳，超过 1 万元人民币，2015 年全镇所有小康监测指标实现程度均达 9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