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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小镇与特色小镇的相融共生 

——荆门市漳河镇发展现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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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第一批特色小镇名单中，湖北省共有五个小镇入选，荆门市漳河镇位居其中。

随着低空空域改革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航空小镇的建设热情高涨，爱飞客航空小镇即为其中的典型。在此背景下，

本团队以爱飞客航空小镇为重点，展开实地调查。立足于漳河镇的发展现状，在调查中，用到了问卷调查、访谈法

等研究方法。以求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其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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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中提到，近年来我国通用航空快速发展，行业规模日益扩大，

飞行需求渐趋旺盛，并强调了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重要性。随着低空空域改革政策的出台，航空小镇的建设热情高涨，荆

门市漳河镇的爱飞客航空产业园即为典型。此外，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发

布的《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支持下，其在 2016 年 10 月被选入全国第一批特色小镇，同时它还

是全国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全国首个爱飞客综合体，特色鲜明，在湖北省特色小镇中独树一帜。因此，对漳河镇的

调研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团队展开了对漳河镇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当地居民、游客、经营者、管理者;调查方式为纸质版

发放（落实于荆门市漳河镇、漳河新区）、电子平台发放（问卷星平台、链接于微博、微信、QQ)。从漳河镇的现实条件出发，

了解其基本情况、发展现状、优势与问题等。在此基础上，使用数据源交叉分析、频率/频数分析、描述统计分析等方法对调查

问卷进行分析。同时，还对居民、经营者及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以期获得更多信息。 

1 漳河镇发展现状分析 

1.1游客来源 

根据调查数据，镇上本地居民占 53.57%，其次省内游客较多，占 20.92%，本市人群占 11.73%，小镇对邻镇和省外吸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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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只占 6.63%和 7.14%。省外人少的原因是交通不便，加上该镇在省外的知名度不高，这反映出漳河镇需要加快打造特色小镇

文化名片的进程。相对省外，邻镇交通便利，但人数却最少。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于宣传力度不够，下文将深入探讨这

一问题。 

1.2小镇宣传渠道 

问卷星数据显示，了解该镇情况的有 57.65%为当地居民，其次是传统媒体和亲人朋友的介绍，比例各占 23.98%，这说明该

镇口碑较好，网络媒体占 23.47%，政府招商引资比重仅为 5.61%，可见此方面的宣传有待加强。 

尽管部分调查对象由网络渠道了解到该镇，但遗憾的是，目前漳河镇及爱飞客航空产业园仍没有官方微博;爱飞客航空小镇

的微信公众号运营起步也较晚，第一篇推文发表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7 日，公众号上很多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如果仅依靠口

碑宣传，难以得到长足发展，漳河镇需要抓住自身特点加大宣传力度。 

1.3小镇消费情况分析 

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认为小镇的日均客流量情况在200—500人的占34.69%、500—1000人的占32.14%，1000人以上占23.98%。

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在该镇游玩仅需 1一 2 天，且多以省内和本镇游客为主，流动性较大，故将区间划定在 200—1000人之间。 

调查对象认为的游玩消费额度方面，区间在 200—500元之间的占比重最多有 53.06%。出现此现象的原因与当地发展水平不

高有关。调查中发现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下，消费水平会受此影响而较低。另一原因是在考察过程中，发现

该镇物价较低，因此消费额度多在 200—500元之间是比较合 

1.4小镇定位分析 

关于漳河镇的定位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特色内容，二是发展模式。 

根据问卷星分析，调查对象认为小镇最具特色的是特色景观，得分为 4.96分，随后依次是特色文化、特色产品、特色体验

项目、特色小吃、特色表演。特色景观得分最高，是因为漳河水库环境优美、资源丰富，航空小镇由此依托而生，因此调查对

象普遍对其评价较高。对于分数应该更高一些的特色体验项目及表演，实际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据爱飞客工作人员介绍，飞

行体验等项目还有一部分处于调试阶段，并未完全开放；除飞行大会外，平时的特色表演并不多，因此得分较低。 

关于漳河镇的发展模式，超过一半的人都将其定义为以旅游为引擎，这得益于漳河水库，漳河水库是该镇的特色景观，适

合发展旅游业。其次比重较多的是以特色产业为引擎，占 30.61%。比重最少的是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这反映出该镇的科技影响

力欠缺。而航空小镇的发展需要以技术为支撑，这一矛盾值得思考和改进。 

1.5小镇发展影响分析 

1.5.1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认为维持小镇稳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其次分别是特色产业、科学合理的

投资融资、走新型城镇建设道路、引进人才及劳动力、挖掘文化底蕴。总体看来，调查对象对该镇的未来有相对具体的展望。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认为小镇做得最不足之处是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而这一点同时又被认为是维持小镇发展的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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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说明调查对象对此因素的重视及对政府支持的迫切需求。 

1.5.2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该镇建设给当地带来最大的积极影响是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居民脱贫致富。航空小镇的建设需要不同岗位的人才，这为更

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挖掘文化底蕴、促进文化传承方面，只有 1.4 分，对文化的传承是维系小镇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实地

调查中发现该镇有一个三国水游城，但其对三国人物和故事的挖掘不够深，特点不够鲜明，知名度较低，还需不断完善。 

(2)消极影响。 

 

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小镇建设使贫富差距拉大，其次是土地资源占用的问题。漳河新区的爱飞客航空产业园为适应机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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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需求，占地面积广，衍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拆迁引发社会矛盾、破坏乡土文化的原生性、鲜活性，这正是排在第三、第四

的消极影响，可见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2 漳河镇发展优势及问题 

漳河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武汉天河机场约 260公里、宜昌三峡机场约 95公里，水中航道直通当阳、远安等县市，焦柳

铁路穿境而过，皂当公路和荆宜高速横贯境内。水陆空交通便利是漳河镇发展的一大依托。 

旅游资源无疑是漳河镇的一大优势，该镇自然及人文景观丰富。漳河风景名胜区处于古三国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热线，比较

著名的人文景观有古寨要隘伍峰寨、古民居九十九间屋等;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有观音岛、青蛙石等，尤以亚洲第一土坝和中

原第一双面观音最为著名。这里还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其中不乏关于杜甫等古人的故事，文化内蕴十分丰厚。 

依托自然与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为继承和传播水文化，以漳河水库、风情水镇、桃花水母、特色水村为组合，小

镇先后通过祭水大典、沙滩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打造了“水库、水母、水城、水节”水文化品牌，逐步打开了小镇的知名度。 

特色产业带动了漳河镇的发展。依托独特的漳河水质及小气候，该镇盛产茶叶、银鱼、荸荠等特色农产品。其中，迎接青

龙茶通过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漳水源绿茶获湖北省林博会金奖，漳河银鱼、蓝湖荸荠等通过 A级绿色食品认证。 

小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资金政策的扶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政府以“一延二改三建”的方式，重视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与完善。荆门市委、荆门市人民政府高举“中国农谷”旗帜，设立漳河新区。新区在承接主城辐射，集聚要素资源，

推动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城市生长点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政府相继发布了《市政府关于加快荆门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关于印发荆门市促进招商引资推动创新发展的十项政策清单》等政策对小镇加以扶持。此外，政府监督落实环

境保护工作，重视漳河水库水质保护，限*制城区开发再建及游客数量，为漳河镇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漳河镇最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是爱飞客航空产业园。园区地处漳河水库东岸，包括通用航空产业园、特种飞行器产业园、

极客公园、三国水游城等配套设施。既拥有独特的产业优势，发展模式也极具特色，它以通航加旅游的模式，依托见效快的第

三产业逐步实现全产业发展。爱飞客飞行大会是这一发展模式的集中表现，大会期间，特技飞行表演、无人机表演、爱飞客文

化展示等体验项目不仅为小镇带来可观收人，也极大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为小镇的招商引资提供契机。 

漳河镇极具生命力，目前正在迅速发展中，但其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 

基础设施方面，外地通往漳河镇的车次较少，镇内公交线路不发达，出租车、共享单车之类更是欠缺;饮食上，调查中发现

当地主要的特色饮食集中于鱼虾等正餐方面，缺少较为方便快捷的小吃;住宿方面，酒店数量不多，条件普遍一般。这些因素都

限制了游客的多样化体验以及小镇的进一步发展。 

资源方面，目前漳河镇的发展主要依托漳河水库和爱飞客航空产业园两大项目。但由于目前漳河镇的旅游资源开发不到位，

无法留住游客以促进其其他消费行为。除飞行大会期间，平时游客量较少，造成了旺季拥堵，淡季又无人问津的情况。其在农

业方面的挖掘也有所欠缺，没有将特色产品和特色生产模式加以推广扩大、形成又一优势资源。另外，民风民俗和传说故事没

有充分挖掘并加以利用，纪念品创意不足，使得其在文化资源方面略显薄弱。 

群众基础方面，调查过程中发现虽然大部分居民虽然比较看好小镇的发展前景，但普遍认为其在开发中引发了很多矛盾及

问题。如环境问题、拆迁问题、对原生文化的破坏问题……这启示小镇在建设中要充分尊重人民的建议和需求，夯实群众基础。

此外，在漳河镇建设中，政府的对民优惠政策、招商政策、包括宣传政策与措施力度不够大。小镇知名度不够、企业对其发展



 

5 

前景颇为担忧，进而影响到投资行为，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居民对政策的走向不明晰，对政府的管理和政

策执行力度有疑虑，就会影响到小镇的持续发展，这一点亟待改进。 

3 漳河镇进一步发展的策略和建议 

针对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基础设施要完善 

漳河镇目前在大力发展旅游业，对于旅游业来讲，基础设施的完善是重中之重。首先是交通，完善火车、长途汽车、公交

车是必须之举，否则会限制当地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是食宿等配套服务，餐饮等服务业的完善可以让游客更充分地体会漳河镇的

魅力。因此，应该进一步开发酒店，使小镇的酒店服务与现代化接轨，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3.2旅游资源要开发 

漳河镇除了目前的漳河水库和爱飞客航空产业园夕卜，缺乏丰富的景点和体验项目。当地气候受水库影响，衍生出独特的

农业种植模式和农产品，这些都可以加以开发利用——发展农业体验园，推广本地特色农产品，开发特色小吃等;一切为水库让

道的“零工业”发展模式使漳河镇保持几十年不变的乡镇原貌，这可以当作旅游资源加以开发;此外，将漳河镇的传说转化为纪

念品等文化旅游资源有着现实的可行性。体验项目增多，自然能留住游客，促进经济发展，为居民带来实际利益。 

3.3政府管理要到位 

政府对于漳河镇的发展应该有整体清晰的规划，要把漳河镇与“爱飞客”紧密联系起来，将引进人才和投资作为重中之重。

对于未来发展计划，要做到透明化、公开化，让群众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夯实群众基础。对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不能

避重就轻，应该正面面对、合理解决。 

3.4大力宣传，挖掘“爱飞客”资源 

漳河镇最具特色之处就在于爱飞客航空产业园，利用爱飞客资源带动整个漳河镇的发展，应作为该镇的发展重点，因此要

加大此方面的建设及宣传。爱飞客航空项目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产业优势，因此要广泛吸纳投资、加以开发、适当调控价

格使之与市场消费水平相适应，跟进并完善景区内的服务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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