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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补齐特色小镇的文化短板 

——基于对金华市新能源汽车小镇的调研 

朱正刚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 

特色小镇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是我国推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建设

特色小镇要挖掘文化特色、人文底蕴和文化要素，形成‘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李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

略选择[J]．今日浙江，2015<24>.)文化特色是特色小镇‘特色’的核心和灵魂。但是，在现实中，确有一些特色小镇的文化方

面是短板，文化历史缺乏，文化要素不多，文化的特色并不突出，该如何补齐呢？现以金华市新能源汽车小镇为研究对象进行

探讨。 

一、新能源汽车小镇基本情况 

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产业定位为高端装备制造，规划面积 3.6 平方公里。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华科汽

车已形成 4000辆／月产能，吉利动力电池项目、零跑科技项目、新能源汽车展示中心和汽车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弘驰科技

公司及鹰王电子公司的第一期建设工程建成并投产．信和科技研发楼、办公楼、联合厂房建成；两横三纵道路建设推进顺利，

部分已投入使用；电力、自来水、燃气、通讯网络、路灯、道路两侧绿化等配套工程完成。 

截至目前，华科汽车、吉利、月旭科技公司等 7个优质项目已入驻小镇，总投资超 80亿元；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个，世

界 500 强、央企和民营经济 500 强企业各 1 个；引进“国千”人才 1 人，“省千”人才 1 人，省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33 人，专

利拥有量 16个，华科汽车研究中心已结顶，弘驰科技公司的研发团队入驻；省内唯一国家机动车机械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落户小镇；落实华科汽车产业基金 1.5 亿元，国家机动车机械零部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与世界知名第三方检验检测机

构奥地利 TüV 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随着小镇建设的深入推进和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一批高端新能源产业项

目到开发区落地，例如，以加拿大首席科学家陈中伟领衔、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燃料电池核心技术项目“中加国际科技

创业园”，以及中兴以新能源汽车无线充电桩为建设内容的“浙江省总部”基地落户此地。 

2016年 3月，以小镇为内核的金华市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示范区（平台）入选浙江省 2016 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区。2016年 4

月在首批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中，电机电控、充电桩等一批关键零部件项目签约，新能源产业项目投资 31.6亿元，小镇内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基本形成，带动了汽摩配产业的提档提质。2015 年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实现产值 144 亿元，增长

12.1%,2016 年 1-6月产值 75.8亿元，增长 10.8％。同时，引领、带动了周边乡、街产业转型和社区服务业的发展。 

应该看到，由于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不是行政区划的小镇，是一个新建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多功能的新型产业园区，本质

上是传统产业园区的升级版。不像其他一些特色小镇产、城、人、文等各方面均有基础，比照余杭的梦想小镇、诸暨市的袜艺

小镇等全省标杆和欧美的特色小镇，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建设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文化的短板较为明显，产业、文化、旅

游、社区呈现“一强三弱”特点。“一强”就是产业特色强；“三弱”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韵味和氛围不浓；二是特色小镇汽

车文化的优势未展现；三是城镇规划设计中小镇的汽车特色风格特点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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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齐特色小镇的文化短板的对策思考 

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应该抓住机遇，要按照“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产业、研发、宜居并重”的理念，快补短板，在文

化上下功夫、促发展、求突破。 

（一）弘扬主流文化，发挥新文化的引导力、感召力 

一是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所传达的理念入脑入心入行，成为小镇人的自觉遵循。

二是要大力弘扬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将其转化为小镇人熟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以汽车小镇特有的文化活动形式，引导人人参与、逐步认同、全面实践，并要让“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观念深入人心。三是要培育汽车人的“工匠精神”，以文化人。汽车，这个由上万个零件组合的机电产品，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和谐地将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统一，绽放出绚丽的文化光芒。新能源汽车小镇的产品需要以注重细节，不惜花费时间精

力孜孜不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精致、完美、卓越的“工匠精神’，为支撑。 

（二）融入地域文化，巧借“婺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1．通过结合历史丰富汽车小镇的文化底蕴。特别是要开动互联网思维方式，讲好小镇故事，重点挖掘历史，收集古今的金

华名人史实等方式。金华，历代名人辈出„„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客居金华时所作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舫锰舟，载不动许多愁。”其“双溪”中的一条溪就流经汽车特色小镇的附近。唐有七岁写《咏鹅》的骆宾王，宋有“婺

学之宗吕祖谦，元有“金元四大家”、“滋阴”学派创始人朱丹溪，明有“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清有戏剧理论大家李渔，现代

有“人民音乐家”施光南“诗坛泰斗”艾青、有“南黄北齐”，之称的国画大师黄宾虹„„这些都是值得挖掘的素材，也是可以

滋养特色小镇的历史文化源泉。 

2．融入周边，构筑文化融合软纽带。主动融入小镇周边文化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如，正在着力打造的具有“小西湖”之

称的金华湖海塘公园、青山绿水的梅溪生态走廊、投资热土的石门蓝镇、得天独厚的九峰温泉、享誉中外的汤溪镇寺平古村落

等市域内旅游景点，根据其自然地理条件、民间神话传说、地域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特色，积极注入新能源汽车的文化元素，精

心设计旅游线路和项目，实现“体验式工业游＋汽车文化游＋生态休闲游”融合。 

3．融入金华的特色“婺文化”元素。主动对接金华市的“婺文化”，将汽车文化融入其中，或者巧借其中有助于汽车文化

发展的要素。善于利用和共享金华市相关人才引进、认定、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及住房保障等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总

之，要切实坚持开放性、扁平化、共享的精神，与所依托的金华本地文化充分共建、共生、共赢，成为金华有机而独特的一部

分，高水平地实现“产、城、人、文’，融合发展。 

（三）培育特色文化增强车文化的生命力、竞争力 

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应该主攻最有基础、最有优势的汽车特色文化，从而既可以避免“千镇一面”、同质竞争，又能够细分

领域、差异定位、错位发展，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形成小镇新亮点。比较优势就是特色小城镇的最大特色。新能源汽车小镇的

产业特色文化就是汽车文化，要把文化基因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全过程，围绕生产、体验和服务设计旅游功能，培育和彰

显汽车文化，形成“人无我有”的特色文化。 

1统筹小镇外观设计，丰富“新能源＋汽车文化”的内涵。新能源汽车小镇规划布局主要体现“双轴三区六中心”,“双轴”

即产业发展轴、综合发展轴，“三区”即综合服务区、汽车制造区、生活居住区，“六中心”即展示体验中心、检验检测中心、

人才集聚中心、研发创意中心、服务展销中心、汽车文化旅游中心。通过规划引领，使工业生产、环境治理和新型社区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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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能源、高科技、智能化元素，体现绿色、环保内涵。要根据小镇地形地貌，做好整体规划和形象设计，确定汽车小镇的文

化风格，设计、建设“高颜值”汽车小镇。学习借鉴各地的城镇发展先进理念，“突出做好‘山水文章’：建设用地应‘保山护

水’，建设布局应‘显山露水’，道路规划应‘迎山亲水’，景观设计应‘借山用水’，空间组织应‘依山亲水’。”（徐黎源嘉兴市

培育特色小镇路径研究[J]．价值工程，2016<4).）设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汽车元素的雕塑景观；借鉴余杭区城市门户综

合整治项目经验，基础设施和建筑风貌方面与汽车小镇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匹配，充分体现汽车小镇特点。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

文化公园建设，打造中国第一个新能源汽车文化主题公园。高品位设计和改造厂房等建筑物外表、楼顶，建立每座建筑、卡丁

车场、雕塑等独有的二维码，使游客进入小镇后扫一扫二维码，就能了解小镇、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知识，体现“小镇即公园，

公园即小镇”。 

2．构建汽车文化的活动平台，提升汽车文化的软实力。特色小镇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间”，可以参观、欣赏产品，

开展互相交流研讨。利用“互联网＋”，汽车小镇可以更好地发展智能汽车与车联网技术及其应用，提升文化创意的共享共赢水

平以及软实力。文化培育上，小镇内部可以提供更多的酒吧、咖啡厅、图书馆等社区场所，吸引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各类汽

车专业性会场、展馆等项目进驻，举办汽车音乐会、汽车主题 PARTY 等，吸引汽车爱好者和时尚爱好者，加强小镇的集聚人口

能力。建设汽车特色商业街区，如商贸购物街区，汽车商品集中丰富、质优价廉，培育、引进一批百年老店、知名店、特色店；

休闲娱乐汽车特色街区应注重对环境氛围、格调品位、引领时尚潮流的追求，使小镇成为时尚的汽车文化活动中心；通过已举

办的“首届长三角区域新能源汽车发展推进高端研讨会”和即将举办的“2017 中国金华新能源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汽车高峰论

坛”等有全国影响力会议的契机，打响汽车小镇的知名度，扩大品牌推广的功效。 

3．统筹规划特色旅游文化，增加汽车文化的竞争力。要发挥政府引导和服务保障作用，在小镇规划编制、文化旅游基础设

施配套、文化旅游资源要素保障、小镇文化内涵挖掘、传承等方面发挥更好作用。加快标志性建筑-新能源汽车展示中心项目建

设，尽快发挥旅游与展示、会展销售、商务洽谈等功能，同时成为游客服务和接待中心。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可以加强与体育

和旅游部门、赛事公司合作，引进国家级、国际级汽车赛事，举办一些赛事，如卡丁车体育比赛、打响“体育赛事＋旅游＋文

化”品牌。开展丰富多彩的汽车运动、汽车俱乐部、汽车博览会等汽车活动，使汽车作为一种时尚旅游文化吸引更多的人融入

其中。举办汽车人文展，介绍汽车发展史、汽车厂商文化、汽车品牌文化、汽车名人文化、汽车品牌历史趣闻、汽车美学文化、

汽车制度文化、汽车时尚文化，展示汽车的精神内涵的生活常见物品，如：邮票、车标、广告、老爷车、房车、改装车、影视

剧、游戏等。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汽车体验文化。规划高品位整车生产流水线的参观、新能源汽车体验、汽车文化展等特色工业

旅游文化项目。花大气力将小镇打造成 3A级景区，争创省级工业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四）营造文化氛围，增加小镇文化的自信力、吸引力 

新能源汽车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的着力点，要建设以小镇“镇民”为中心，形成以“产、城、人、文”为一体、以新能源汽

车生产和生活为切入点，存在于现实生产生活之中的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是有血有肉、有丰富内涵、不拘一格，是“特色小镇

创业创新主体从中能够切身感受到，实践这些新理念可以‘让我们生活更美好’，从而将推动特色小镇创新发展作为自身的自觉

追求和行动”。（陈立旭．论特色小镇建设的文化支撑[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5>.）因此，要通过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对新能源汽车小镇内的员工和周边村民，系统地塑造新社区人文精神．提高其“我是小镇人”的主人翁意识，树立自信心、自

豪感，让文化的魅力转化为精神的力量，凝心聚力，从而将小镇打造成魅力新镇，促进新社区自治，增加小镇人的存在感、安

全感、自我认可度。 

这种“宜业、宜居、宜游”的小镇及其“安全感”、“舒适感”、“宾至如归感”，赋予了创业创新文化以新的内涵，能够给万

千创业创新者带来愉悦和欣喜，而这些正是工厂、企业、产业园所不具备的文化，也是 80 后、90 后、00 后所追求的工作环境

和文化氛围，进而能够激发其创业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将生活、创新和创业完美地揉合在一起，在创造中享受生活，享受创

造性生活，使创业创新创造成为生活的核心内容，不仅体现了新经济发展要求、现代人生存价值追求，体现了引导特色新兴产

业和历史经典产业发展的新理念和当代模式，也体现了特色小镇创业创新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陈立旭．论特色小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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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支撑[J]．) 

当然，补齐文化短板并非一日之功，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久久为功。一哄而上的人造文化或者简单模仿、生硬照搬的

文化是没有灵气和生命力的，只能是文化元素的粗俗堆砌。现实中，出现的“产业园＋风景区＋文化馆、博物馆’的大拼盘”，

或“摊大饼”都不是我们要发展的特色小镇，切忌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我们追求的是有山有水有人有文化，是能生产、可生

活、有生机的特色小镇。因此，要深挖、延伸、巧借、融入、营造各种文化要素，厚积小镇文化底蕴，发挥小镇的文化功能，

使特色小镇真正新起来、活起来，产生叠加效应、充分展示小镇的文化魅力，助力小镇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