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贵州 

“新”在哪里？ 
 

日前，由省委统战部、省侨联主办的中国·斯洛伐克贵州山地城镇化论坛在贵阳举行。论

坛旨在进一步加深贵州与斯洛伐克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开启双方在山地特色城镇化等领域全面

深化合作的新篇章。 

与斯洛伐克的国际性交流，是我省实施“请进来”战略，扩大开放开发合作，推动“走出

去”的重大举措。斯洛伐克地处欧洲内陆、大部分海拔 1000—1500 米、山地占国土的大部分

、自然生态优美、森林面积占全境面积的三分之一、早年属农业国，从这些方面，与我省有很

多相似。基于此，该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模式，于我省有一定借鉴和参考。在本次论坛上，

专家、学者就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各抒己见，增进交流、了解和学习。 

 

 一、贵州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 主要在“六个新” 

据论坛资料显示，2014 年，我省城镇化率 40.01%，城镇化空间格局基本形成。但是，城

镇化水平仍然偏低，发展基础尚显薄弱，发展质量有待提升。 

贵州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张鹏在论坛发言中提出

了“六个新”，即“新”在就地就近城镇化路径。以县城为节点、以小城镇为载体，联动周边

村庄，构建离土不离乡、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路径，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增

进社会融入。 

“新”在多向开放城镇化空间格局。以区域环境改善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立足

“近边近江近海”特点构建多向开放城镇化空间格局。 

“新”在山地经济拓展就业领域。立足山地资源条件，充分发挥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培育

新兴战略产业，打造山地特色产业拓展就业，保障民生根本。 

“新”在山地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模式。立足山地城镇基础，创新规划建设理念，优化行政

管理，协同行政区和经济区促进空间优化和管理扁平化。 

“新”在生态文明协同城镇化机制。立足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秉承“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资源环境共融共生，生态文明与城镇化协同发展。 

“新”在扶贫开发融合城镇化方向。以同步小康为导向，以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生态移

民为抓手，实施精准扶贫，探索扶贫开发与城镇化融合推进，消除贫困。 

 



二、走出“人产城”相融合的山地特色城镇化发展之路 

“山地特色城镇化”不同于“平原城镇化”发展模式，中共乌当区委副书记、乌当区人民

政府区长唐兴伦以为城镇化主要包含三大核心要素“人、产、城”，要用“产城一体化”理念

来促进“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的交融互动和有机统一。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没有人的城是“空城”，人太多的城是“堵城”，因此在城镇化建设

过程中，在一定规模的区域内，要合理控制好人口密度，一方面把居住条件落后且难以改善的

村落人口向城镇集中。 

产业是城镇化的根本支撑，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空心化”的城镇。因此，乌当提出建

设“贵州省大健康医药产业引领示范区”，就是要综合我区中医药、民族药制造业的优势、温

泉与生态自然资源禀赋的优势、省会城市近郊的优势，围绕人的生命过程、健康服务，紧扣“

医、养、健、管”四大领域，大力发展医药制造、医疗服务、健康养老、休闲养生、健康理疗

、健康管理、康体运动等产业，全力推进产业生态化，促进产业与城市交融发展，以产兴城、

以城促产、产城互动。 

最后一个核心是“城”，唐兴伦把“城”的概念区分为“城之形”和“城之魂”。城之形

，是指城镇的公共配套、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城镇的基本形态，是人民

对优质生活条件的基本需求。城之魂，是指城镇的地域文化、民族风情、生活习惯、建筑格调

、文明程度等等抽象概念，是一个区域的独特性标识和文化特点。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

貌，其生态环境脆弱、地下水和地表水交相汇流，生态保护、水资源保护尤显重要，对山区特

色城镇化发展提出了很高要求和严峻挑战。 

唐兴伦认为，人太多、产业层次不足、城镇规模过大，都会导致资源消耗过量、生态环境

保护难度增大，山区特色城镇化发展必须要准确把握好“人产城”三大要素的平衡和临界控制

。为此，我们将按照“守底线，走新路”的要求，保持定力，保护优先，持之以恒地走出贵州

山区特色城镇化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