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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沿河店铺点亮明灯之时，
整个乌镇就倒映在水中。在这个江南水乡的
特色文化小镇里，游客能感受到传统与现代
的交融。

乌镇用近 20 年的时间，形成了以水乡风
光为基础，以乌镇戏剧节、木心美术馆等文化
内涵为底色的文旅小镇发展格局。随着玉皇
山南基金小镇、余杭梦想小镇首批省级特色
小镇的正式授牌，浙江省在特色小镇的发展
上开了个好头，也给全国各地带来了经验和
启示。

如今，特色小镇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前
不久，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一批特色小镇典型
经验和警示案例，既推荐了 20 个精品特色小
镇，也指出一些错用特色小镇概念、甚至触碰
耕地或生态红线的行为。可见，引导特色小
镇健康发展变得尤为重要。

如今，各地开始全面推动规范纠偏
和自查自纠，淘汰整改一批“虚假特色小
镇”、“虚拟特色小镇”，以及触碰红线的
特色小镇。显然，这些举措给特色小镇

“降了温”。
那么，准入门槛越来越高，是否意味

着发展会变得愈加困难？
“实际上，政策从严是好事。”王芳

婷告诉记者，“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提
高准入标准，给出相关规则，这相当于设
置了一个‘过滤器’，筛掉一大批不符合
条件的项目。同时，国家型资金减少后，
地方政府无利可图，也就不再盲目追逐
项目。”

“降温”让地方政府变得更加理性，
也能让真正具有优势和特色产业基础的
小镇脱颖而出。

要解决特色小镇发展的问题，“从国
家层面而言，要完善机制，调动积极性，
使职能部门更清晰。”王芳婷补充说，政
策需明确特色小镇的模式和概念，包括
融资模式、发展规模等，既要有刚性的约
束，又要留下弹性的机制。特色小镇在

符合规划的同时，还要与现有的规划体
系相衔接，而为了长远发展，更要与未来
国土空间体系相衔接。

地方政府除了“冷静”下来，还需将
眼光放得更长远，从区域整体发展来规
划产业布局。各地探索出特色产业，要
达到经济、生态、环境各要素的平衡，以
及乡村与城镇的协调发展。

特色小镇的建立与发展完善需要时
间的打磨，当热度下降，也能留给设计者
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以匠心呈现作品。

“把特色产业的基础打好，也就意味
着开了一个好头，加上适合当地的规划
布局，后期的评价机制，剩下的就可以交
给时间了。”王芳婷如是说。

特色小镇从出现的那天起，就担负
着使城镇化更健康的重任，如今，更可以
为乡村振兴“添一把柴”。

特色小镇强调的是特色产业与新型
城镇化、城乡统筹、美丽中国、美丽乡村
等概念的结合，是一种产业与城镇有机
互动的发展模式。一座特色小镇，需兼
顾当地人生活和游客的体验，以满足人
的合理功能需求为前提，以人们的生产
生活的最大便利为原则。

在王芳婷看来，特色小镇可以通过
创新和探索，来挖掘资源、整合资源，以
此带动小城镇和乡村经济的发展。

特色小镇在当下的意义尤其重要，
“它为我们探索了一条新的促进城乡一

体发展的道路。既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又可以保护环境、保护历史文脉，还
能创造生态宜居的小镇环境，配备相对
完善的服务设施，进而改善当地人的收
入和生活质量。”王芳婷认为，这种探索
可以成为不以牺牲生态、牺牲农业资源
作为代价的城市化。

出现世界级的特色小镇并非易事，
但中国具备所有特色小镇的基础要素，
只是需要合理规划、耐心打磨、不断探
索、科学总结。“让特色小镇成为振兴乡
村的一把利器，理性回归，提高城镇生活
质量，造福百姓，保护和传承生态文明，
将是未来全国特色小镇在下一阶段的目
标。”王芳婷充满期待。

“安富场五里长，泥精壶壶排成行，前
山矿子后山炭，中间窑烧陶罐罐……”流传
百年的民谣，描述的是中国三大陶都之一
——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烧制陶器的昔日
盛况。

荣昌陶土资源丰富，尤以安富镇为最，
由这种独特的紫砂类红、白陶土烧制而成
的“安陶”，以“红如枣、薄如纸、亮如镜、声
如磬”享誉中外，曾作为“国礼”赠送给世界
各国政要。

然而，落后的生产工艺和经营理念，一
度使得荣昌制陶业日渐势微，曾经以陶闻
名的安富镇，渐渐归于沉寂。

赋予了陶土生命的，是匠人的手与窑
里的火；而重新为安富老街注入活力的，则
是绿色发展的全新理念。随着安富陶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回人们视野，荣
昌以陶产业为内生基石、文创为强劲动力，
开辟陶产业、陶文化和陶旅游融合发展的
模式，将安富老街打造成了一座集文化、旅
游、产业、体验、教育于一体的特色小镇，荣
昌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传统为坯，古老技艺得到传承发扬

在荣昌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梁先才的工作室里，摆放着一件为安陶
小镇量身定做的陶罐，罐体高2.8米、直径1.8
米，从拉坯到成型，用了足足两个月时间。

现年 70 岁的梁先才，有着近 60 年的制
陶实践经历，对他来说，安富陶的设计、制
作、釉色配制等工艺技术，可谓烂熟于心。

老人告诉记者，荣昌陶器对工艺要求
极严，随着老艺人的去世，一些荣昌陶器的

“独门手艺”渐渐失传。近年来，当地充分
认识到制陶技艺传承和后续人才培养的重
要性，围绕陶产业发展，荣昌持续加大保护
和 传 承 ，出 台 了《陶 人 才 引 进 10 条 措 施》

《“人才兴陶”十一条》等多项优惠扶持政
策，通过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深入探究荣昌
陶器制作技艺的文化历史脉络。

为了让祖传手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
去，2013 年，梁先才成立了陶瓷技能专家工
作室，翌年又成立了荣昌陶制作技艺传习
所。在他的精心培养下，这里走出了许多
能工巧匠。

“在安富镇，所有的学校都有一门陶艺
课，就是为了传承这门陶艺艺术。”梁先才
告诉记者。“虽然祖传的手艺没变，但是工
艺改进了不少，老一辈烧窑用木头用煤，浪
费资源的同时也污染环境，现在烧制陶器
用气、用电，对环境的破坏小，对温度的把控

更精细，烧出来的陶器质量也更好。”

产业为胎，全新业态集聚特色凸显

热转化率比地暖还高 的 石 墨 烯 发 热
陶 瓷 、水 流 冲 击 下 防 滑 效 果 依 旧 出众的
防滑陶瓷、用于承载汽车尾气催化剂的载
体陶瓷、循环利用废弃陶瓷碎片制成的发
泡陶瓷、具有惊人弯曲度和弹性的曲面陶
瓷……

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些在陶瓷展览馆
中展示的“黑科技”，大多就来自于安陶小
镇周边的陶瓷企业。

近年来，安陶小镇坚持做好“一片陶”
文章，依照文化传承和产业复兴双轮驱动
发展的理念，以陶产业为依托，发挥陶技术
和陶文化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周边先
后开设了陶都博艺馆、陶工业园区、陶器市
场、陶吧等，形成了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
独特产业生态，聚集发展效应逐渐凸显。

在产业发展上，荣昌一手抓文旅融合，
一手抓陶瓷工业发展，成功获批建设重庆
市唯一的陶瓷产业园。以打造特种陶瓷、
升级日用陶瓷、发展高端建卫陶瓷、传承创
新艺术陶瓷为发展方向，先后出台《发展陶
瓷产业若干措施》《扶持陶瓷产业发展十六
条》，重点发展特种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建
筑卫生陶瓷等产品，打造荣昌“陶品牌”。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安陶小镇
的聚集和辐射效应，加上荣昌做大做强特
色产业的决心，成功吸引了一批代表国内
陶瓷行业生态化、智能化发展方向的高端
项目在当地落户。

文旅为釉，传统文化擦亮崭新底色

临近小镇，远远就望见 18 米高的巨型
陶制泡菜坛形大门，气势恢宏，大气庄严。

从游客中心一路走来，在“陶宝古街”
入口，脚下的老成渝沥青公路被盖上石板，
恢复成一段成渝古驿道，总长 800 多米。两
边的村庄整治一新，美若画卷。

徜徉在著名的安富老街，游客能够感
受到保存完好的古镇风貌，在总长度近两
公里的老街上，明清建筑和巴渝民居分列
道旁，每座建筑都遵循原有特色，量身定制
并进行了修缮，呈现出成渝本地与湖广各
地多种建筑风格的融合，展现了安富老街
200 多年前“湖广填四川”时期各地移民汇
聚、各地文化交融的情形。

除了建筑风格，“国有企业平台+合资
企业管理公司+民营企业投融资管理”的运
营模式，也是安陶小镇一大特 点 。 在 重 庆
市 荣 昌 陶 文 化 创 意 管 委 会 牵 头 协 调 下 ，
各 运 营 机 构 分 工 合 作 ，共 同 对 安 陶 小 镇
范 围 内 的 荣 昌 区 示 范 性 综 合 实 践 基 地 、
古 驿 道 、荣 昌 陶 博 物 馆 等 文 化 旅 游 资 源
项 目 进 行 开发运营，这种运营模式上的创
新取得了成功。

“制陶的过程让人身心放松，能够静下
心来塑造和思考，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
验。”镇上的陶艺体验吧门前，一位游客端
详着自己亲手拉坯烧制的陶罐颇有感悟地
说道，“过去总觉得陶器土里土气，比不上
瓷器精致，来到这里，才真正领略到陶文化
的独特魅力。”

从 2014 年首提“特色小镇”的概念，
到 2016 年 10 月住建部公布第 一 批 127
个 中 国 特 色 小 镇 的 名 单 ，政 策 支 持 之
下 ，特 色 小 镇 经 历 了 高 速 发 展 期 。 特
色 小 镇“ 遍 地 开 花 ”，随 之 带 来 的 问 题
也 日 渐 凸 显 ，包 括 特 色 小 镇 同 质 化 现
象、特色小镇地产化以及地方政府债台
高筑硬撑特色小镇的名头等。如海口市

“太禾小镇”，实际是房地产小区项目；衡
阳市“金甲梨园小镇”，则是农业综合体
项目。

地产化、园区化、同质化导致特色小
镇难见“特色”，很多地方出现产品不够、

“吃喝”来凑，项目不够、“农作物”来凑，
景色不够、“挖湖造绿”来凑等怪现象。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策支持下
的蜂拥而上，也有地方落地实施中的“偷
工减料”。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七院城市设计所所长王芳
婷告诉记者，“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短期经
济效益，以及获得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
推进得太快，却没有目光长远的科学规
划。”

实际上，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起源

于浙江，其成功与发展，既有当地自然资
源禀赋做基础，也与浙江省的块状经济
发展模式和区域特色产业实践有关。可
以说，开发特色小镇离不开因地制宜。

找准产业特色，成为特色小镇发展
良性发展的前提。如以旅游资源为主导
的特色小镇，就要求当地旅游资源优势
突出，还要结合区位、交通等其他因素，
以此判断其旅游产业是否有足够的竞争
力。如果当地有其他特色主导产业，文
化旅游产业就可以作为配套服务业，完
善和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各发展要素要在特色产业的支撑下
取得平衡，延伸生产空间、塑造生活空
间、保护生态空间。“前期由专业团队对
特色产业进行评估，如果产业有欠缺，则
需要导入相关产业，帮助地方做强做大，
打好基础。在此基础上挖掘文化、旅游
资源，各方要素形成合力。但这些都具
备也不一定就能成功的发展。”王芳婷
进一步解释，“特色小镇的后期运营也十
分关键，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
小而美，体制新而活，是浙江省特色小镇
推广至全国的成功经验。”

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城区南部，有一片山地。
曾经，这里因开采石灰石矿导致山体“满目疮痍”，成为
周边群众心中的一块“伤疤”。

近年来，临淄区认真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大力实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重现青山连绵的美景。
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不少村民还“吃”上了“生态饭、
旅游饭”，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大大提升。

近日，记者来到这里实地探访。只见象山、红骆
山、南山等山体纷纷披上绿装，变身山景公园。漫步其
间，草木葱翠，花香阵阵。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处处
废弃的石灰石矿山。

“这些山原来到处都坑坑洼洼，现在坡缓地平，一
眼看过去绿油油的，环境真是好。”在象山脚下，村民王
专华指着这片山地高兴地说。

在红骆山上，环山路、步栈道、凉亭、鸟笼观景台
等，错落有致，小径通幽。

正在摆弄设备的摄影爱好者王光年告诉记者：“如
今这里环境好了，山鸡、野兔等野生动物经常出没，国
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红隼也时常光顾这里。去年秋
天，网红‘粉黛乱子草’开花的时候，来摄影的人特别
多。”

位于临淄马莲台区域的南山，曾经也是废弃矿
山。经过生态修复后，南山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蓝
溪国际滑雪场、牛山游乐园等项目进驻，不仅积累了人
气，还带动了农家乐、时令水果采摘园等产业的发展。

借鉴南山治理的经验，临淄区又采用 PPP 方式，引
进社会资本 5 亿元，开展了马莲台全区域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当地村民纷纷在家门口办起了农家乐，吃
上了“生态饭”。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大多是中央环保督察以
后开工的”。临淄生态环境分局局长王林介绍：“以往
矿山开采和运输扬尘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非常大。矿山
废弃后，也容易成为偷倒垃圾和固体废物的地方，给环
境监管带来了很大压力。现在这里管起来、用起来，环
境污染隐患减少了，而且建成了‘林地+小公园’，群众
和我们都很舒心。”

记者了解到，自 2017 年以来，临淄区积极落实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将已关闭的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作为推进生态临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扎实推进，按
照“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建则建”的原则，先后投资
7500 余万元，对原兴武矿业、原鲁河凯矿业等废弃矿
山公开招标进行生态修复。

至今年 6 月，临淄区已整理土地 1500 余亩。其中，
新增耕地 228 亩，新增绿化 900 余亩。在新增耕地上，
王寨西村、田旺村村民种上了小麦、玉米等作物，每年
可增产 10 万斤；在绿化中，注重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种植文冠、油杏等经济作物两万余株，成材后将
有效增加地方收入。

在废弃矿山修复治理中，临淄区确定了由政府投
资，委托技术单位编制科学的治理规划并制定实施方
案的做法，统筹推进，稳步实施。同时，进一步细化工
作目标，明确每一处矿山生态修复的时间节点，压实工
作责任。

“今年我们计划在已关闭的 7 处露天矿山生态修
复的基础上，力争再完成 3 处矿山生态修复任务。”临
淄区自然资源局局长刘先伟说。

废弃矿山“变身”城市绿肺
村民吃上“生态饭”幸福感提升

◆本报记者 董若义 通讯员勾兆涛

新鲜速递

◎找准定位、长远规划，开发特色小镇要因地制宜

◎准入门槛提高，刚性约束与弹性机制有机融合

◎发展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一脉相承

传统为坯 产业为胎 文旅为釉

安陶小镇绿色发展迎来破茧重生安陶小镇绿色发展迎来破茧重生
◆本报见习记者丁凤然

特色小镇特色小镇““降降温温”，”，发展前景向好发展前景向好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图为小镇特色民居风貌图为小镇特色民居风貌。。

图为生态修复后的红骆山景色图为生态修复后的红骆山景色。。

美丽共建

图为乌镇风光。刘秋月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8月4日北京报道 长白山管委会和
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今日联合举办了一场“22℃夏
天 凉爽有约”为主题的长白山山地避暑旅游产品推介会，
全面推进长白山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旅游经济全面
复苏。

记者从推介会上了解到，长白山景区日前推出了长白
山精品疗休养、浪漫旅拍、户外运动、森林夏令营、火山研学
旅行、亲子度假等九大山地避暑特色经典旅游线路，涵盖了
长白山主景区及周边的鲁能胜地度假区、万达国际旅游度
假区、大戏台河景区等。

此次推介会以“旅游新时代、全域新发展、旅游新产品”
3 个篇章，全面展示了长白山优质的自然资源和人文风
光。“北京大兴——长白山”等多条航线的开通，更是为长白
山旅游复苏按下了“快进键”。

“长白山在推动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
润钢表示，此次发布的长白山山地避暑旅游产品，就是顺应
当前市场形势和用户需求推出的创新产品，充分彰显了长
白山避暑休闲的优势。

22℃夏天邀你凉爽赴约
长白山避暑旅游产品推介会在京举行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