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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建设的『南京思路』

刘 荣

南京市最早涉及到特色小镇创建的文件是 2016年 4月发布的《关于优化全市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的意见》，其中明确

指出，要“在全市规划建设一批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和一定社区功能的特色小镇”。南京市

特色小镇建设的原则是“三化”“三生”。“三化”指的是“产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生”指的是“生产、生活、生

态”。全市特色小镇的申报工作始于 2016 年 7 月，全市首批共有 52个小镇参与申报。经市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审核通

过、并经市领导同意，首批 22家市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在 2016年底“新鲜出炉”，其中 13家为建设名单、9家为培育名单，

覆盖了全市 11个区。2017年 5月，省发改委公布了首批 25家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南京有两个小镇入选，分别是位于江宁

的未来网络小镇和位于高淳的国瓷小镇。此外，南京市江宁汤山温泉风情小镇、高淳国际慢城风情小镇成功入选江苏省旅游风

情小镇首批创建名单。

一、注重顶层设计

目前而言，国内的特色小镇创建工作如火如荼，但是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同质化倾向、缺乏统一的考核机制、缺

乏投融资渠道等都是共同的桎梏。这些问题的出现与顶层设计的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特色小镇的建设首先需要的是完

善而精准的顶层设计，南京市在编制特色小镇的概念性规划和总体规划的时候做到了高位协调，高标统一。在充分借鉴了国外

及浙江等地特色小镇的创建经验的基础上，南京市的特色小镇建设做到了既有制度保障又有完善的组织机构保证。

在制度层面，南京市制定了《南京市特色小镇建设管理办法》作为主体文件，并且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实施文件，

如《南京市特色小镇建设年度考核暂行办法》、《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建设统计监测工作的通知》。这些文件对于特色小镇创建

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创建路径、工作机制、考核办法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了规范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资金管理办法，

南京市财政局在 2017年制定公布了《南京市特色小镇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对于年度考核结果评定为合

格的特色小镇，将奖补资金 300 万元，连续考核奖补三年；对具备一定条件的特色小镇重点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按实际发生利

息的 20%补贴，最长不超过 3年。这个政策的出台，对于特色小镇的创建方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在组织机构层面，南京市成立了专门的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是南京市常务副市长，共有 16 家单位为成员，

包括了发改局、宣传部、商务局、科技局等与特色小镇创建紧密相关的部门。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会议，

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形成合力，积极研究制定各个领域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具体支持政策和实施细则，

及时指导和帮助解决特色小镇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南京市特色小镇规划在顶层设计方面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运用当下流行的大数据来服务于科学规划。大数据的运用价值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规划策划阶段运用大数据技术，能为规划者提供出大量客观有效的实用信息，有利于找准产业

定位，科学进行规划，挖掘产业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其二，在后期运营方面，“大数据+”的运营模式再为小镇发展提

供持续保障。通过大数据平台采集、整合数据为管理者提供监控和决策支持，为小镇和企业提供精准营销获客，为旅游者提供

精准服务，为居民提供智慧服务。比如，南京市通过大数据收集的途牛、携程、美团等用户搜索的记录，分析出江浙沪皖的旅

游者出行的首选是周边游，而周边游的主要形式又是田园度假游。基于此，对南京市近郊和远郊的几个特色小镇进行规划，联

系自身发展禀赋，确定其基调为融农事体验、生态休闲、文化创意、健康养生于一体的休闲度假区。

南京市的特色小镇创建工作注重顶层设计，能够更好地抓住主要矛盾，把握正确的方向。通过统一规划、协调发展可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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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力往一处使，避免资源浪费，更快更好地实现远期愿景。

二、注重镇一品”

特色小镇的灵魂就是“特色”，如果丧失了“特色”，特色小镇就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色小镇面积不大，一般控

制在 3平方公里左右，具备产、城、人、文四种功能。特色小镇的理想目标是做到产业特色、产城融合、人文关怀、文化保护。

南京市在规划和创建特色小镇的时候，对于“特色”的关注贯穿了始终。

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是苏沪浙皖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辐射范围更是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南京市在发展特色

小镇的时候区位优势明显，也易于吸引房地产商的目光。为了防止特色小镇建设沦为房地产商变相圈地的工具，南京为特色小

镇的面积、产业、布局、运作等都戴上了“紧箍咒”。在面积上每个特色小镇面积不超过 3 平方公里，核心区域控制在 1 平方

公里左右。对于产业的要求是在充分发掘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发挥特色。南京市首批创建的 22家特色小镇都并非凭空创建，而是

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产业基础上又进一步深挖，打造全系列的产业链。若是生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模式，人云亦云，难免会落人俗

套，既不“精”，更不“特”。一般而言，特色小镇兼具旅游观光功能。因此，南京市在规划特色小镇的空间布局的时候，着

力要将特色小镇打造成生态园林式的新型产业社区。走进南京市的任何一家特色小镇，看到的不是高耸入云的大烟囱，闻到的

不是刺鼻的味道，而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是阳光草地，感受到的是悠闲惬意的氛围。

南京市的特色小镇在规划的时候就严格把控产业方向，要求每个特色小镇只选择一个具有地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

主攻方向，使之成为特色小镇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新引进的重大项目优先安排到相同产业类型的特色小镇，强化特色小镇

的产业特色。以高淳区的慢城小镇为例，作为中国首个国际慢城，桠溪镇早已蜚声海内外。因此，慢城小镇最大的优势就是这

张“慢”字牌。慢城小镇建设的主题线索就是慢生活，依托自身多元化的生态资源，打造一个融总部经济、文创产业、精品农

业、旅游度假、康体养生于一体的特色国际慢城小镇。又比如紫东创意小镇，其前身是南京紫东国际创意园，因此在成为南京

市首批重点打造的特色小镇之后，进一步挖掘其“创意”内涵，建设创意小镇。创意小镇对于进入小镇的企业不是来者不拒，

而是设定了门槛，只有符合了创意产业要求的企业才能入驻。在布局方面，紫东创意小镇除了企业作为主体之外，还创造了创

意化的生活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屋顶花园、空中农场等，不但让在小镇工作的人们身心愉悦，充满创业的激情，也同样吸引

着远近的游人流连忘返。

特色小镇保持其“特色”，需要在一个完善的顶层设计下进行科学规划，否则难免会出现一哄而上，最终又一哄而散的局

面。南京市特色小镇之所以能够做到“一镇一品”，是在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去借鉴国内外先进案例的经

验。

三、注重产城融合

特色小镇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产城融合是唯一的思路。产业与城市相融合，与特色小镇相融合。产业是特色小镇的特色

所在，特色小镇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该种产业，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贵州省的茅台小镇可以说是产城融合的典范性案例。

茅台小镇以酒为产业，更是把这种产业融入到了小镇的血肉之中。整个茅台小镇的布局以赤水河为轴线铺展，连接着综合服务

区、茅台酒文化观光体验区、酒文化商业体验区、酒文化深度体验休闲度假区。可以说独具匠心的布局处处皆“酒”。小镇的

产业人口更是围绕着“酒”的全产业链获得就业机会，无论是酒厂的工人，还是销售人员，亦或是专门的文旅创意人员，人人

都在做“酒”文章，个个都在赚“酒”财富。从茅台小镇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特色小镇要做到产城融合，首要的就是要有以

本地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特色产业。特色小镇最终目标不是打造一个生产基地，而是形成一个“小镇生活方式”，形成一个融

产业与居民、融文化与城镇为一体的完整生活圈。南京市的产城融合思路是：实现小镇居民充分、全面就业；打造便捷的交通

体系；构建良好的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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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淳区的国瓷小镇为例。国瓷小镇是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特色小镇。国瓷小镇的“产”，毫无疑问就是陶

瓷，那陶瓷如何与“小镇”实现有机融合，就是国瓷小镇建设中绕不开的命题。国瓷小镇被列为南京市首批建设的特色小镇，

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国国瓷小镇”特色区域荣誉称号。小镇规划面积约 3.03平方公里，核心区面

积约 1.1 平方公里。国瓷小镇的产业主要是陶瓷，又不仅仅是陶瓷，而应该是包括陶瓷在内的一整条产业链。陶瓷制品主要以

高岭土、石英、氧化铝、粘土、砂石等矿产为原材料，以液化石油气等能源为燃料。下游销售渠道方面，高淳陶瓷主打的是尚

端定制牌。高淳陶瓷通过 2014 年的 APEC 国宴定制而享誉海内外，现在已经成为高端人士比较钟爱的品牌。除了陶瓷制品的销

售之外，国瓷小镇还招募匠人，进行纯手工的制陶活动，既是在生产，又是一种展示。国瓷小镇包括六大功能区块，分别为：

陶瓷文化产业、陶瓷文化体验、旅游综合服务、生态居住社区、和谐美丽乡村（大健康观光农业）、特色休闲旅游。国瓷小镇

的居民中除了技术员、工人，还有工艺美术名家。在国瓷小镇，陶瓷产业、创意产业、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互

为整体。因此国瓷小镇已经突破了陶瓷给“小镇”带来的局限性，这里不仅仅是生产和销售，更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这也是

特色小镇追求的产业与人文完美融合的状态。

又如高淳区的慢城小镇，在慢城小镇区域内，居民的收入完全来自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在生态农业示范村——大山村，

农民开设农家乐，接待外来的游客；种植经济作物牡丹、早园竹、油菜、茶叶等等。慢城小镇实现了这些农民的就地城镇化，

更加妥善地实现了外来人口的安置。在慢城小镇区域内还有很多文创企业，这些企业的从业人员一般都是居住在小镇之内，他

们的居住条件优越而舒适。这既是特色小镇的向心力，也是其很重要的一个竞争力。特色小镇一般远离经济繁荣的市中心，如

果没有一个好的条件，很难留住人才。因此，慢城小镇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四、注重发掘文化内涵

特色小镇的产业是外壳，其内涵是文化。2013年 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发出号召：“要依托现有山

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说到的乡愁，其实就是特色小镇的

文化内涵。特色小镇目前来说，其经济作用被无限夸大，文化的传承则更多时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对于特色小镇来说，

如果缺少了文化内涵，那又与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园区有何区别。因此，特色小镇要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培育或者发掘

自身的文化内涵。特色小镇被冠以文化之名之后，不但会更加特色鲜明，并且符合人们对于旅游娱乐等休闲文化的审美。因此，

在特色小镇的策划中发掘其价值，设计出有创意的产品，形成其唯一性的旅游资源，是南京市特色小镇的内生优势。当然值得

注意的是，不能就资源谈资源，就景点论景点，而是要把现有的资源和景点，通过新的构思，进行创意，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品

牌和形象。

南京市的特色小镇建设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文化品牌的培育。目前正在建设的特色小镇，如大塘金香草小镇，规划范

围北起现状双金路，南至正方大道，东起谷里街道行政边界，西至在建的绿道北延线，面积为 1.52平方公里。谷里历来有种植

薰衣草的传统，因此，在充分打造薰衣草产业链的基础上，彰显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世界范围内因薰衣草种植而驰名的是法国

的普罗旺斯，这里被称为薰衣草的故乡，更成为了浪漫爱情的象征。因此，每年前往普罗旺斯度假的新婚夫妻或者情侣络绎不

绝。

大塘金香草小镇的打造同样敏感地把握到了这个点。香草小镇的前身是大塘金的薰衣草园。在 2018年 5月，大塘金的薰衣

草再次吸引了游人的目光。400亩梯田式的薰衣草种植园中，紫色的花海蔓延到天边，薰衣草的照片刷爆了朋友圈。在大塘金开

始打造香草小镇后，薰衣草无任何悬念地成为了主导产业。大塘金香草小镇所依托的产业是薰衣草，挖掘的文化内涵则是浪漫

和爱情。香草小镇因此被打造成为以婚庆文化为主题，兼具婚宴婚礼举办、婚庆度假旅游、婚姻文化参观等功能。在这个小镇

内，爱情和婚庆元素随处可见。香草小镇的总体布局以象征爱情的“四叶草”为创作灵感，按照“一芯四叶”的结构分割成四

个不同的功能区块。中间的“一芯”是大塘金的天然水库，“四叶”则分别是浪漫乡村区、婚恋创意区、婚庆香草区、裸心婚

旅区。在产业上，“引子”是薰衣草，围绕着薰衣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如薰衣草花海的参观、薰衣草产品的售卖等。

是薰衣草点燃了浪漫爱情的火焰，所迸发出的产业之火突破了薰衣草季节性较强的局限性。在香草小镇内，婚庆仪式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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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用品的设计、婚纱照的拍摄，这些围绕着婚庆的产业，无不体现着浪漫爱情的主题，却又不会受到季节的限制。因此，香

草小镇的旅游功能同样是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里无淡季旺季之分。游客任何时候来到香草小镇，都能感受到浪漫的气氛。香

草小镇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拥有一条薰衣草的完整产业链，更是因为文化内涵的发掘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口味。

（作者单位：中共南京市高淳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