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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实践 

薛晶 马洁艳 朱权
1
 

（云南省弥勒市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云南 弥勒 652399） 

【摘 要】：弥勒市 4个特色小镇为云南省特色小镇，按照一个小镇、一个特色、一项主导产业的工作思路，打

造特色小镇。“东风韵”小镇以文化艺术为主线，打造集“文化艺术、文旅度假、健康生活”三大功能版块于一体

的文化艺术特色小镇；辐射带动区域内葡萄种植、葡萄酒深加工产业及庄园经济融合发展。太平湖森林小镇以生态

修复、生态治理为着力点，“生态健康度假”为主线，带动现代林业、健康度假产业长足发展，打造“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红河水乡小镇以现代体育旅游产业为主线，促进酒店、餐饮、运动休闲、会展、商贸等

产业融合发展。可邑小镇以民族风情为主线，探索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产业产村相融一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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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弥勒市围绕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国际化视

野、高品质推进、全产业带动、全领域发展，抓实特色小镇建设这个引擎。2019 年 9 月，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小镇、红河“东风

韵”小镇、红河水乡小镇、可邑小镇四个特色小镇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特色小镇。 

1 弥勒市特色小镇建设的主要做法 

1.1加大统筹协调，高位推进项目建设 

弥勒市特色小镇创建工作启动以来，严格按照创建标准和创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发

展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特色小镇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特色小镇创建工作的

实施意见》精神，按照“田园牧歌、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特色产业、绝妙景观”五种类型要求，将产业、脱贫、生态、文旅

等功能有机融合，制定《加快推进弥勒市特色小镇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和完善特色小镇创建工作机制，加强对特色小镇创

建组织领导，始终坚持“一个特色小镇、一位挂钩领导、一套工作班子、一个牵头部门、一位责任人”的联动推进工作机制。 

1.2坚持规划引领，高视野优化设计 

围绕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目标，以世界眼光、国际视野，瞄准“世界一流、中国唯一”水平，引进国内外一流设

计团队和世界级规划大师参与小镇规划建设。牢牢守住“不触碰生态红线、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增加政府债务、不搞变相

房地产开发”4条底线，聚焦“特色、产业、生态、易达、宜居、智慧、成网”7大要素，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要求，引领小镇

高质量发展。坚持护好弥勒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原野沃土，规划上依托绿水青山合理布局主体建筑、配套设施及产业业态，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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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精准定位特色，明确主导产业 

按照一个小镇、一个特色、一项主导产业的工作思路，结合弥勒自然、人文、生态等优势资源，深挖潜力，发挥优势，突

出小镇的唯一性、独特性和差异性，强化小镇特色打造。“东风韵”小镇以文化艺术为主线，建设艺术建筑集群，搭建艺术交

流、展示、交易平台，打造集“文化艺术、文旅度假、健康生活”三大功能版块于一体的文化艺术特色小镇和国际文化艺术交

流目的地；辐射带动区域内葡萄种植、葡萄酒深加工产业及庄园经济融合发展。太平湖森林小镇以生态修复、生态治理为着力

点，“生态健康度假”为主线，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带动现代林业、健康度假产业长足发展，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动实践。红河水乡小镇以现代体育旅游产业为主线，促进酒店、餐饮、运动休闲、会展、商贸等产业融合发展。可邑小镇

以民族风情为主线，挖掘传承阿细民族文化，护好传统古村古寨，加快文旅融合发展、振兴乡村经济、带动脱贫致富，增进民

族归属感、自豪感，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2 弥勒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实践 

弥勒市特色小镇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始终坚守生态红线，始终坚持适度开发，始终把生态效益放

在首位，使生态优势和产业优势浑然一体、和谐共振，创造性地落实了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 

2.1“东风韵”小镇 

小镇规划面积 3.69km²，核心区面积 1.6km²，由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采取“艺术

家+企业家”的合作模式，依托本土艺术家原创艺术，吸引了诸多艺术名流入驻，融入了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某种程度上说，文

化艺术是整个“东风韵”小镇的灵魂，艺术景观、艺术陈设、装置艺术融入生态，做到“处处有生态、细节见艺术”，呈现独

特的自然生态之美、个性化的建筑特色和艺术风格之美。小镇以原创艺术旅游产业为引擎，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与

原创艺术旅游产业融合示范基地，形成葡萄（酒）产业、运动养生产业、文化艺术产业三个主导产业。探索“艺术家+工匠+企

业+政府+互联网”的艺术造镇计划，引领品位化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实现艺术产业横向发展。 

2.2太平湖森林小镇 

小镇规划面积 3km²，核心区面积 1km²，由云南太平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采取“产业发

展+旅游运营+产权出售+受托管理”的商业模式，吸引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开发建设运营。小镇是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着力于石漠化生态修复、生态治理，规模化发展生态花木园林产业。小镇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理念，

依托初见成效的良好生态，植入木文化，引进国际国内知名木屋企业合作开发木屋博览园及现代木结构建筑研发中心；植入国

际大地艺术家斯坦·赫德先生的亚州首秀作品《年轻的中国女性》大地艺术景观，突出以木为形、以花为介、以水为魂、以人

居为本的风貌特色；打造并植育森林木屋文化为主题的“现代木结构建筑研发”“休闲旅游”双引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建设

创新业态，“木文化”与高原特色绿色农业、休闲旅游、康体养生为一体的生态健康度假小镇，实现生态农业与休闲旅游的完

美结合，助力乡村振兴。 

2.3红河水乡小镇 

小镇规划面积 3.54km²，核心区建设面积 1.6km²。小镇建设引导本土企业抱团发展，发动弥勒本土知名企业家共同出资成

立弥勒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统一运营管理，实行投资开发、运营管理分离的模式。依托弥勒优越的生态人居环境，按照国家 5A级

旅游景区和国家级特色小镇建设标准，高位构建、精耕细作。瞄准现代体育产业市场,围绕“体育运动、时尚休闲旅游、商贸会

展”三大主题，构建以现代体育赛事为引领，时尚旅游消费文化、特色休闲度假旅游城市为支撑的三大产品体系，汇集品牌赛

事、户外越野、趣味运动、温泉养生、旅游服务、水乡游憩、城市休闲、文化体验、滨水娱乐、商务度假、时尚购物等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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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红河水乡作为云南现代体育旅游示范区、旅游转型升级、时尚旅游体验新空间打造。同时，以文化创意为亮点，整合晋派、

徽派、京派、川西、江南、闽南六大派系建筑特色，将红河记忆、七彩云南非遗文化传承、水乡现代生活休闲体验、水乡印象

空间等创意产业与中国精品建筑博物馆、温泉养生等时尚文化有机结合，助力弥勒建设健康生活目的地和乡村振兴。 

2.4可邑小镇 

小镇规划区面积 4.19km²、核心区面积0.8km²，由弥勒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营。小镇建设按“公司+

村小组+农户”的合作模式，保护与发展并举，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发展，依托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及良好的自然生态，

以民族文化风情为主题，探索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产业产村相融一体发展。可邑村是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的传统村落，生态优美，

环境宜人，森林覆盖率高达 80%，是闻名遐迩的彝族歌舞《阿细跳月》的发源地，是阿细创业史诗《阿细先基》的兴盛之地，是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考察点，是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粗犷奔放的阿细跳月、原始神秘的“阿细祭

火”、创世史诗“阿细先基”堪称文化瑰宝，小镇建设紧紧抓住“阿细跳月”“阿细先基”“阿细歌舞乐”和民俗风情特色，

充分挖掘和展示彝族阿细民族文化为核心和灵魂，这是小镇最大的特色。成功创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森林旅游示范村”、“民族团结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小镇建设坚持“原住民、原生态、宜居住”的原则，紧扣“做特民居、做美村庄”的思路，围绕打造“生态村、特色村、

和谐村、宜居村、小康村”的目标，民族文化与生态深度融合，以阿细民族文化创意旅游为主导产业，“阿细民族文化+医养”“阿

细民族文化+商贸”“阿细民族文化+养老度假”“阿细民族文化+生态”“阿细民族文化+高原特色农业”“阿细民族文化+运

动休闲”旅游多元产业链共同发展，初步创建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通过产业带动，村企合作，群众参

与的模式，可邑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8 万元，实现了“老少边穷”到“美丽宜居宜游宜业乡村”的华丽转身，成为少数民族

地区乡村振兴的典范。 

3 弥勒市特色小镇建设存在问题 

弥勒市在培育和创建特色小镇上刚刚起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如建设

用地和建设资金两大难题，基础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机制不活、管理模式创新不足，业态植入单一、人才缺乏

等问题。 

4 弥勒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对策思路 

4.1政策护航，创新机制 

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要做到准确定位，引导特色小镇依据特色、文化、协同发展的理念进行发展，注重创新特色小镇的

管理模式和建设模式。创新土地政策供应机制，扶持创新创业和创新创业载体建设，为特色小镇创新创业塑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整合市域特色小镇资源，打造统一平台进行宣传推介与销售，打造统一的品牌。制定相关政策、规章制度、标准，做好风险防

范，引导企业做好有效投资，让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2植入优质业态，注重创业创新平台建设 

特色小镇建设要结合小镇的资源优势，产业特色，深挖潜力，植入与特色产业关联度高、经济带动性强的优质业态，增强

产业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力，补强产业链。注重构建小镇创新链、创客空间、实践基地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增强小镇发展创

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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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注重示范带动，增强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新动能 

以绿色生态、现代宜居、产城融合、文旅一体为重点，大幅提升特色小镇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拓展农业绿色发展空间；以

特色小镇为纽带，重视山水林田湖等自然景观，为产业绿色发展提供自然空间和生态支撑，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融合，壮大

形成对农业农村发展的直接带动力，增强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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