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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特色小城镇 形成旅游增长极

吴昌和，李长江

目前，黔东南州有 13个示范小城镇列入全国重点镇，笔者以黔东南特色小城镇建设为切入点，分析总结其主要做法及成效，

为我省特色小城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一、主要做法

（一）科学定位，高起点规划特色小镇

凯里市按照“针对实际、科学合理、统筹协调、抓好当前、兼顾长远”的思路，以增强特色意识和精品意识为重点，完成

了《凯里—麻江中心城区下司片区近期建设规划（2016-2020）》编制。丹寨县通过产品、业态、营销、服务、管理、交通等国

际化路径，全力支撑小镇旅游做美、做优、做强、做亮，大力发展文化民俗体验、生态农业美食体验、户外康体养生等旅游产

品项目，实现旅游从“单点”向“环线”转变。麻江县宣威镇定位为凯麻同城规划的城市发展区，把宣威镇建成特色产业、交

通枢纽、商贸集散、生态旅游型小城镇，使宣威镇成为凯里市、都匀市、丹寨县等城市的重要连接枢纽和节点。镇远县按照工

矿园区型小城镇发展定位的要求，编制并实施了《青溪镇总体规划》等规划。三穗县围绕“农业稳镇、城镇带镇、旅游活镇”

的经济发展思路，制定“一镇两区，带动两翼”的发展构架，大力实施示范小城镇建设、“寨头苗族风情旅游园区和颇洞现代

生态农业观光园区”两区建设。锦屏县围绕“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省内一绝”的定位目标，配套“吃、住、行、游、购、娱”

等景区服务要素，推进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端军屯古镇”。黎平县推动建设肇兴成为全国第二批特色小城镇。台江县

结合黔东南州文化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形势、新阶段和新要求，努力将施洞镇打造成为集苗族文化、产业文化、历史文化于

一体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二）项目推动，大手笔建设特色小城镇

麻江县宣威镇 2014-2016年累计完成投资 52180万元，累计实施 22个项目建设。施秉县加大投资，全力打造牛大场国家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特色小城镇。三穗县台烈镇累计完成投资 5.62 亿元，完成征地 8.96 公顷，完成寨头 120 米议事长廊、万官

保牛历史纪念馆、寨头文化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岑巩县水尾镇为更好服务旅游发展，打响 2017 年投资 8600 余万元，提升小城

镇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丹寨县大力推进万达小镇“南扩北联”，先后投入 3 亿元相继拉通万达大道、滨湖大道、东湖大

道等城市主干道，新增旅游观光线路 2 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3 条，启动智慧旅游系统和配套设施建设，完善旅游综合服务区

停车场、智能共享自行车系统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打造铁索观光桥、风雨桥、环湖湿地公园。

（三）产城互动，多形式发展特色小城镇

施秉县按照“产城融合”理念，全力将牛大场镇打造成“农文旅体养”一体的康体养生旅游小镇。三穗县台烈镇加大产业

培育转型力度，加快以蓝莓、蔬菜种植和苗木花卉培育为主的无公害蔬果产业，与特色乡村旅游业发展，岑巩县水尾镇利用境

内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成功引进贵州茂鑫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约 10亿元，全力推进水尾工业经济发展。天柱县加快实施远

□特色小城镇景区建设项目和特色小城镇建设，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推动景城融合发展。榕江县忠诚镇建

设苗侗山货大集市，着力打造中国最具特色的山货大集市及特色饮食。台江县施洞镇深挖民间民族民俗文化，对苗族姊妹节、

独木龙舟节等重要节庆和民俗展演做进一步策划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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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成效

（一）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从江县洛香镇被列入特色示范小城镇建设以来，依托作为贵州洛贯经济开发区和贵州侗乡大健康产业示范区核心区的优势，

以“8+X”项目建设为载体，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合理布局、适度发展”，努力打造成为有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的“独

具民族特色第一站、多彩贵州第一城、大健康产业第一区”，增强其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实现以城带乡、村镇联动、

镇村共同发展。锦屏县隆里古镇景区共有 205 户村民从事农家乐、宾馆、饭店、舞龙服务等多种经营活动，实现收入 455 余万

元，同时招聘景区周边群众在景区从事导游、环卫等工作，解决就业 615 人。丹寨县万达小镇围绕全县“一山一城两镇五园八

寨”旅游规划布局，以小镇为中心着重打造三条精品旅游环线，拉长旅游产业链，辐射带动农业、餐饮业、零售业、民族手工

业等旅游相关产业持续增长，带动旅游路线涉及景点村寨发展农家乐、农家客栈、深度体验等业态。

（二）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凯里市以炉山镇、舟溪镇为试点，采取委托等方式下放各类权限 102 项，进一步优化各镇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理顺体

制机制，扩大镇街自主权限，全面激发镇域活力，做大做强镇域实力，推动镇域人□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集成、要素集约，

着力提升镇域经济内生动力和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镇街经济实力。天柱县以授权委托的方式批准下放 76 项管理权限,相关管

理权限下放后，小城镇建设有序推进，镇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雷山县将县级人民政府行使的 243 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或

委托西江镇人民政府行使，进一步理顺了管理关系、优化了权责结构、提高了西江镇行政运行效能，同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营造宽松发展环境，放手民营、多元投资，实现了“全民参与、共建美丽西江”的良好氛围。

（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小城镇功能不断完善，居民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三穗县台烈镇自 2012 年列入示范小城镇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5.62 亿

元，标准化卫生院、垃圾收运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产业园区、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土地整治项目、公共停车场、公立幼

儿园、留守儿童之家、镇区风貌建设、乡村旅舍建设、信息化建设、节能路灯工程如期建成，社区服务中心、市民广场、敬老

院、寄宿制学校、镇区绿化工程、镇区环境整治有效推进。天柱县远□镇标准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市民广场或公园、敬老

院、保障性安居工程、体育场、公立幼儿园、留守儿童之家、寄宿制学校、文化中心（站）、镇区供水设施、镇区风貌建设、

乡村旅社建设、汽车客运站、路网、污水处理设施、垃圾收运设施、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土地整治项目、商贸中心、信息化

等项目建设如期完成。公共停车场、第二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节能路灯、公共租赁二期工程、风貌建设正在加快实施。

（四）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从 2013 年至今，黔东南州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加大融资、多方争取的方式多方筹集示范小城镇建设资金，其中州、

县（市）两级财政累计投入示范小城镇专项资金 25 亿元；累计融资 48 亿元用于示范小城镇开发投资建设和扶持产业发展。雷

山县整合“财政一事一议”、扶贫开发等部门资金 3.8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3.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传统村落保护、乡

村旅游开发等项目建设。榕江县发挥县级融资平台作用，强化示范小城镇的招商引资项目的筹划和推介，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模式，推动社会资本参与示范小城镇"8+X”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通过主动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24237

万元，建成王岭工业园区等特色产业发展项目。黎平县不断探索完善“县内投、向上争、向外招、银行贷”多元投入机制，加

大肇兴特色小镇建设投入。2014年以来共筹措资金 6.58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五）示范带动进一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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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积极推动特色小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农业园区、景区等建设相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和人□就业，进一步助推脱

贫攻坚。凯里市以下司古镇景区为核心，全力推进“一江两岸十街区”建设，着力打造古镇文化、休闲度假、农耕体验观光等 7

张精品旅游品牌，以旅游产业带动服务业、民间艺术、民间手工艺品等三产发展壮大，带动农民共享旅游产业红利。2016 年该

镇苗妹手工艺品展销基地接待游客 50 余万人次，通过销售民族银饰、苗族刺绣等手工艺商品获收入 9000 余万元，直接或间接

带动 1000 余名群众就业增收。丹寨县发挥万达小镇核心带动能作用，推动五园八寨的散点旅游资源形成“卫星”环绕式发展，

形成“众星拱月”的布局态势，辐射带动小镇周边 25 个村寨参与发展农家乐、农家客栈等旅游产业，示范带动 2850 名贫困人

□发展乡村旅游增收致富。黎平县肇兴景区发展酒店、宾馆 88家，特色民居接待 140 家，饭店 46家，旅行社 6家，民族表演

队 6个，电商 1家，刺绣、靛染作坊 289家，微型企业 15家，快递物流和个体客运 110余个，解决就近就业 1500余人，其中

解决贫困人□就业的 632人，人均年收入 2万余元。

三、经验及启示

（一）优化布局、顶层设计是先导

优化布局，做好特色小城镇建设体系顶层设计，避免“千镇一面”、唱“空城计”是特色小城镇建设首先面对的问题。要

做好城乡统筹，把握好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特征，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县城、中心镇、村庄有机相连的整体。要统筹考虑

区位、交通、生态、民族、文化等因素，把握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城镇结构等要素，合理确定小城镇规模，打造一批突出中

心、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宜居、宜游、宜业、宜养小城镇。

（二）精准定位、科学规划是前提

规划是引导特色小城镇发展的龙头，是指导城镇发展的科学依据。因此，必须准确定位，科学规划，从规模把握、产业布

局、功能定位等方面入手，立足于本地的特色文化、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本着“重本色、创特色”的原则，因地制宜，高标

准、高起点编制建设规划，用规划指导特色小镇建设。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把握好发展特色产业、挖掘本地文化、服务旅游和便

利生活等多重功能，合理构设项目和载体。

（三）完善设施、优化环境是基础

特色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体系如果滞后，那这个地方就毫无吸引力。因此，必须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建设

好高标准、高档次的设施，发展好城镇社会公共服务，创造方便、舒适、优美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到小镇生产、生活，进一

步刺激小城镇的经济发展。

（四）突出特色、因地制宜是方向

特色小城镇是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综合载体。要突出特色建设

一批形态上“小而美”、产业上“专而强”、机制上“新而活”的特色小镇，突出“一镇一业”，着力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

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功能叠加融合、体制机制灵活的特色小镇，为各种要素聚集搭建平台，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上

新水平。

（五）创造业态、发展产业是根本

建设特色小城镇，如果没有产业支撑，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必须根据各地特点和优势，面向市场需求，确立产业

定位，坚持“一镇一业、一镇一特色”，引进和培育一批优质市场主体，运用金融、财税、投资、土地、环保等政策措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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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市场主体提质发展。在打造特色产业来支撑特色小城镇发展的同时，着重考虑发展其他配套产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

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强化管理、建管并重是关键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在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大城管执法力度，

依法开展违法建设、占道经营集中整治，积极引导入市经营。加强城镇卫生秩序管理，建立高标准的卫生保洁常态化机制。加

强城镇意识教育，发挥群众建设管理城镇的积极性。制定加强小城镇建设管理的规章制度，探索建立科学的特色城镇管理章程。

（七）利益联结、群众参与是保障

特色小城镇建设与当地群众利益息息相关。要处理好建设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注意小城镇建设的征地、群众搬迁等工作，

兼顾社会效益和群众利益。要明确政府、企业、居民等各类主体的责任、权利、义务，形成灵活的协商机制、明确的责任监督

和清晰的利益分享机制，实现互利共赢。要以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为目标，以完善服务功能、满足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形象

为抓手，着力建成社会和谐、管理民主的特色小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