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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特色小镇发展探析
——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为例

邢雯琳*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0

摘� 要：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特色小镇逐渐兴起并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但随

着发展方向和涉及领域的不断扩大，特色小镇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与当地特色更好地融合等一系列问题也逐渐

凸显。本文通过对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特色小镇的发展现状及实践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发展建设中可

借鉴与待提高之处，提出进一步促进特色小镇创新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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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小城镇的发展尤其受到关注。尤其是����年以后，全国特色小镇的建设进入了高速期，涵

盖领域不断丰富。伴随着一系列特色小镇项目的落地及建设，乡村振兴、城乡统筹、产镇融合等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但诸多问题也不断地显现出来，这暴露出特色小镇发展经验的缺失，容易出现风险管控的疏忽。因此，对特色小镇进

行特点分析及问题研究，对于特色小镇健康有序、百花齐放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也是特色小镇不断创新升级的一项

重要课题���。

二、特色小镇建设内涵

“特色小镇”到底是什么？特色小镇是以某一特色产业为基础，汇聚相关组织、机构与人员，形成的具有特色与文

化氛围的现代化群落。确切地说，特色小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镇”，它虽然独立于市区，但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单元；

特色小镇也不是地域开发过程中的“区”，有别于工业园区、旅游园区等概念；特色小镇更不是简单的“加”，单纯的

产业或者功能叠加，并不是特色小镇的本质���。特色小镇是以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

造等产业为基础，来打造具有特色的产业生态系统，以此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辐射作

用。总的来说，特色小镇不是“镇”也非“大拼盘”，而是发展平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载体���。

从特色小镇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系来看，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紧密联系。

（一）概念关联性

从概念上看，新型城镇化关注的是“镇”的实体概念，而特色小镇关注的是“镇”的功能性概念。但是两者在概

念的外延上是一致的，都强调“镇”的概念在产业集聚、经济创新等方面的功能性拓展。

（二）本质同根性

城镇化的本质是实现要素在空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是就地城镇化的概

念，更加强调通过地方产业特色，促进城镇的内源化发展。而特色小镇建设也是强调要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通过单

个产业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圈���。

（三）目标一致性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在于通过破除城乡二元发展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而

特色小镇的建设将对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城乡均衡发展产生重大的意义。从目标上讲，两者具有一致性。

（四）功能趋同性

从功能上看，特色小镇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施行都将在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重大角色。通过产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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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促进内需的扩大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两者都能有效破除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

三、弥勒市特色小镇发展现状

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属于滇中城市经济圈、昆明一小时经济圈和云南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是大滇西旅游环线西南线重要旅游集散城市。近年来，弥勒市努力争创全国新型城镇化示范，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位推进特色小镇创建工作。����年�月，弥勒市依托新型城镇化发展，以特色小镇建设

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红河“东风韵”小镇、太平湖森林小镇、红河水乡小镇、可邑小镇�个小镇获省政府

“云南省特色小镇”命名授牌���。

（一）红河“东风韵”小镇

红河“东风韵”小镇主打“文化艺术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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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是整个“东风韵”小镇的灵魂，做到“处处有生态、细

节见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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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平湖森林小镇

太平湖森林小镇主打“生态康养牌”，推进“旅游�康养”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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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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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红河水乡小镇

红河水乡小镇主打“国际运动牌”。享受世界高端五星级酒店集群式服务，体验紧张刺激的)�国际高端汽摩赛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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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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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可邑小镇

可邑小镇主打“乡村振兴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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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邑村是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的传统村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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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细民族文化创意旅游为主导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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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典范���。

四、弥勒市特色小镇发展经验

弥勒市充分发挥小城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依托城市和县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践行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以

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人文底蕴浓厚、服务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小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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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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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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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持规划引领，高视野优化设计

弥勒市立足于“现代田园城市，健康生活福地”的城市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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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特色、产业、生态、易达、宜居、智慧、成网”七大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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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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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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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市特色小镇

建设突出唯一性、独特性和差异性，强化小镇特色打造。四大特色小镇拥有各自精准定位：红河“东风韵”小镇以文

化艺术为主线，太平湖森林小镇以生态修复、生态治理为着力点，红河水乡小镇以现代体育旅游产业为主线，可邑小

镇以民族风情为主线。从不同侧面展示弥勒市特色文化风貌。

五、结束语

民族地区在探索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地特色小镇应将城镇化建设与当地资源禀赋结合，呈现出区域发展的差异

性。作为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的着力点，特色小镇兼具有人口、产业集聚和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功能，为此民族地

区应抓住新的机遇，依托特色小镇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节点，实现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因地制

宜推动特色小镇创新升级，助力于实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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