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5卷� 第15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76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规划与建设

陈小虎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第二师三十八团城镇管理服务中心Ǔ新疆Ǔ巴音郭楞Ǔ841900

摘Ȟ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规划与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因地制宜、挖掘本土特

色，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规划合理的布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民服务，实现城镇功能的多元化和全

面化。注重文化传承和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旅游业融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化提升，

推动特色小镇向智慧城镇迈进，提高城镇管理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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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发展意义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正逐渐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优化城乡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契机。特色小镇有助于优化城乡发展格局，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发展压力不断增大，而特色小

镇的建设可以有效吸引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推动产业

下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空间布局的合理平衡，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特色小镇是传承历史文化、保护传统风

貌的载体，特色小镇通常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保留了独特的地方传统和风土人情，是人们回归乡土、

寻找根文化的重要场所。通过挖掘和保护特色小镇的文

化遗产、传统工艺和民俗风情，有助于传承优秀的历史

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促进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播。特色

小镇可以促进产业发展和就业创业机会，特色小镇由于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产业优势，有利于培育乡

村产业、发展乡村经济，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和新业

态的涌现。特色小镇还可以吸引各类人才进驻创业，提

供更多就业机会，促进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1]。特色小镇

是推动乡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特色小镇建设

既关乎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又与城市发展产业转移紧密相

连，对于实现城乡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起到关键

作用。通过特色小镇建设，可以优化城镇布局结构，提

高城乡发展质量，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效配置，推动乡

村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规划理念与原则

2.1  特色小镇规划理念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规划理念旨在打造

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生态环保特征和产业发展独特优势

的城乡结合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划要

突出特色，注重挖掘和传承地方独有的历史文化、传统

风俗，体现地域特色，使小镇在建设过程中保持地域风

貌和历史韵味。生态理念是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绿色发

展、生态宜居，保护乡村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小镇。产业发展是支撑特色

小镇发展的重要支柱，规划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优势

产业，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乡村振兴的经济增长

极。规划也应重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水平，强化社会治理，促进居民幸福感和融合

发展。规划要注重创新和开放，推崇合作共赢理念，吸

引优质资源和人才，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特色小镇发

展，实现城乡互动、共同繁荣。特色小镇规划理念的贯

彻落实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共同努力，促进特

色小镇建设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发展，为加快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2.2  特色小镇规划原则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色小镇规划的理念应当注重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注重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特色小镇规划应立足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和产

业发展，注重彰显地方特色和功能定位，推动资源优化

配置，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建立规划主导、市场推动、

科学管理的原则，规划应该以科学规划为基础，注重市

场导向，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加强管理力度，实

现规划的顺利实施。遵循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

特色小镇规划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人文、产业资

源，充分挖掘特色小镇的独特文化元素，实现与当地环

境和传统文化的融合。实行统筹兼顾、协同发展的原

则，规划应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因

素，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保障各项发展目标的顺

利实现。注重功能互补、产业集聚的原则，规划应根据

各小镇的产业基础，通过培育支柱产业、发展特色产

业，促进产业集聚，打造小镇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倡

导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的原则，规划应注重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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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健康，实现

文脉传承和环保共融。

3��特色小镇建设关键要素

3.1  道路交通规划
特色小镇建设中，道路交通规划是关键要素之一，

对整个小镇的交通运行、居民出行、经济发展和环境质

量都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科学规划道路网格结构，精

心设计合理、紧凑的道路网格结构，便于行车和步行交

通，避免拥堵和交通混乱。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的合

理设置，能够满足特色小镇内部各类交通需求。其次，

注重交通组织优化，在道路交通规划中，应结合人口分

布、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交通组

织方式，包括交通流动、停车场地、公共交通等的合理

布局，以促进交通效率和舒适度的提升[2]。强化非机动交

通部分，特色小镇的道路规划应该注重非机动交通的设

施建设，如人行道、自行车道、步行路径等，提升居民

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便利性，降低城市交通压力，改善

环境质量。注重生态环保，在道路交通规划中，应充分

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采取绿化种植、生态景观塑造

等手段，打造绿色、环保的交通景观，提升道路环境质

量，促进人们的出行体验和生活幸福感。最后，强调智能

化交通设施，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特色小镇的道路交通

规划应更加注重智能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如智能信号灯、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智能停车设施等，以提升交通管理

的效益和智能化水平，推动道路交通的智慧化发展。

3.2  水电气通讯设施建设
特色小镇建设中，水电气通讯设施的建设是至关重

要的关键要素之一。在特色小镇规划和建设中，对水电

气通讯设施的合理规划和建设将直接影响到特色小镇的

发展效果和居民生活质量。在水方面，水资源的保障是

特色小镇稳步发展的基础，在规划水资源设施时，需要

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供应状况，并合理规划水源地、输

配水管网等设施，确保水质安全、供应充足。特色小镇

的水环境治理也至关重要，要加强水污染治理，保护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电力是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保障。

电力设施的建设需要根据特色小镇的用电需求和产业布

局来规划，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要注重

能源利用的节约性和环保性，鼓励采用清洁能源技术，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气是人们生活和产业发展中不可或

缺的要素。规划特色小镇的气设施时，需关注燃气、供

热等方面的布局，支持特色小镇的居民生活和产业发展

需求。推广清洁能源取暖技术，提高供热效率，促进节

能减排。通讯设施的建设则是特色小镇连接外部与内部

的纽带，完善的通讯网络覆盖将促进特色小镇的信息化

智能化发展，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便利和工作环境。

加强通讯设施的建设还可以促进特色小镇的产业互联互

通，推动经济发展。

3.3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特色小镇建设中，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是至关重要

的关键要素之一，直接影响着特色小镇的社会发展、居

民福祉和环境品质。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教育、医疗卫

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方面，其合理配置可以提升

特色小镇的综合功能和吸引力，促进全域发展。教育设

施是培养未来人才的摇篮，也是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规划特色小镇时，要合理规划学前教育、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等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确保学生接受良

好的教育教学资源，鼓励创新教育模式，促进教育质量

的提升。医疗卫生设施是关乎居民健康的重要设施。配

置适当医疗卫生设施资源，包括医院、卫生院、诊所

等，满足居民健康需求。也应该推广全民健康政策，鼓

励健康宣传、预防保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文化

体育设施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必要设施[3]。建设图书

馆、美术馆、体育场馆等文体设施，丰富居民的文化生

活，促进精神文化建设。组织文化节庆活动，增强居民

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社区服务设施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

要保障，规划社区服务中心、养老机构、便民服务站等设

施，为居民提供便利的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要注重协调与完备，

因地制宜，服务人群，不仅要关注设施建设的数量，更

要注重质量和功能。通过合理配置和规划公共服务设

施，可以提高特色小镇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居民提供

更完善、便捷的服务，推动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3.4  特色产业与产业基地规划
特色小镇建设中，特色产业与产业基地的规划是至

关重要的关键要素，通过挖掘和培育适应当地资源和市

场需求的特色产业，可以推动特色小镇产业发展，带

动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在规划特色小镇时，需要

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重点挖掘和发展具有

地方特色、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形成产业集群。通过

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升地方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当

地产业升级和转型。特色产业基地是特色小镇产业发展

的核心载体，是特色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场所。

规划建设合理布局、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特色产业基

地，构建产业集聚效应，加强同类产业的融合创新和协

同发展，提高特色小镇产业链的附加值。在培育特色产

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产业配套、产业链条完整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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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

补和资源共享。建设特色产业和产业基地时，需要加强

环保意识，推动绿色发展，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严格控

制污染排放，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实现产业和生态的良

性互动。

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建设实施与运营管理

4.1  建设实施策略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建设实施策略应

该是因地制宜、注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对特色小镇的

定位要明确，充分挖掘当地资源和文化特色，确定产

业发展方向。要建立健全的规划指导体系，科学规划小

镇布局、配套设施、生态环境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保障建设质量。加强投融资机制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盈利性。要强化政府监管和

服务保障。政府应扮演好规划者、协调者和监管者的角

色，为特色小镇的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强化

项目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建设进度和质量。

4.2  运营管理机制
特色小镇的运营管理机制应该是市场化、专业化和

规范化的。依托产业基地和特色产业发展，吸引优质企

业入驻，打造产业集聚效应，促进经济繁荣。建立健

全小镇管理服务机构，强化运营管理职能，提升管理效

率。加强社区自治建设，搭建居民参与决策的机制，提高

居民自治意识和参与度。要推动产业与城镇服务相融合，

提升城镇功能和服务水平。在规划和建设中注重产业与

生活功能的整合，提高城镇规划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4.3  信息化建设与智慧化提升
特色小镇的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化提升是推动特色小

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建设信息化智能系统，整合

城镇各类设施和服务资源，实现信息互联共享和智慧化

管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优化城镇运营

管理模式，提高产业效率和城镇服务质量[4]。建设智慧交

通系统、智能安防设施等，提升城镇智慧化水平，优化

业务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培育创

新型企业和产业，促进城镇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城镇的

核心竞争力。

5��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特色小镇作为推动城乡一体

化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其未来发展方向应是多元发

展、绿色发展和智慧发展。特色小镇要注重发挥当地独

特文化和资源优势，推动多元产业的发展，通过打造文

化创意产业、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构建产

业生态链，提升经济发展动力，增加就业机会，吸引人

才流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特色小镇应强化绿色

发展理念，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推进绿色建筑、清

洁能源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打造生态宜居

的城镇环境。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保护当地独特

的生态文化景观，促进城乡环境质量提升，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特色小镇要实现智慧化发展，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提升城镇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建

设智慧城市系统，实现城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智能交

通、智能安防等，提高城镇治理水平和居民生活便捷

性。推广数字经济、产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培育创新

创业环境，促进城镇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结束语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既是

城市发展的需求，也是保障居民幸福生活的关键。因地制

宜的规划、创新的产业发展和智慧化的管理是特色小镇发

展的重要支撑。希望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社区共建共享，不忘历史文化传承，实现经济繁

荣与生活美好的有机融合。特色小镇承载着城市发展的梦

想，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繁

荣兴盛的特色小镇，为城镇化进程注入更多活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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