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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特色小城镇建设路径研究
——以铜仁市为例

陈　琳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特色小城镇建设是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课题旨在从铜仁市特色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入手，总结推动铜仁市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实践措施和经验，

根据实际情况对铜仁市特色小城镇建设进行分类，构建铜仁市

特色小城镇指标。本文从“康阳镇”“文化古镇”“风情镇”“平

安美丽镇”“思安新城”五种建设类型入手，研究对策，为铜

仁特色镇的选择和建设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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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文化推广，建设底蕴深厚的“文化古镇”

精神是支柱，文化是灵魂。古镇主要是指一些具有悠久历

史文化背景的小城镇。如原国家 4A 级风景名胜区——万山国

家矿山公园的万山朱砂古镇，必须加强文化宣传，建设特色小

城镇。 

（一）加强文化挖掘

文化是特色小城镇可持续建设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丰富

了文化遗产，强化了文化符号。文化古镇的发展需要重视自然

资源和文化传统的保护。

对于具有自然资源的小城镇，要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基地，

保证城市河流作为城市生态廊道的存在，重视居民城市生活道

路和游客休闲道路的建设。对于传统文化小城镇，要处理好文

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注重文化修养

自觉加强特色文化的培育，扩大文化宣传的范围，才能带

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文化修养包括创造文化特色，提高群众的

人文素质。创造文化特色的目的就是文化包装，即创造更多符

合社会发展要求、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创新文化元素——宣扬

历史人物的传奇色彩、赋予神秘故事以奇迹等，从而吸引更多

的游客到当地经济发展。

同时，要努力培养当地人民的文化素养，例如对当地人民

进行文化背景、历史故事、道德修养、商业运作模式等方面的

培训，营造良好的民间商业氛围。

（三）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

建立文化经济联动模式。强调文化传承和保护，文化作

为特色小城镇的核心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应该是最大

的一部分，必须保持其真实性，不能以消费文化为代价创造

经济。

文化小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加强景区的建设和宣传，合

理安排和建设旅游服务设施，加大旅游管理、餐饮住宿建设。

增加区域优势；加大投资促进力度。

二、加强绿色发展，打造生态宜居“养生镇”

绿色是基础，健康是目标。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推动铜仁经济实现新的飞跃。致

力于打造成为一个休闲、旅游、度假、健康的“慢生活”特色

保健小镇，向着绿色崛起、锐意进取。

（一）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

这就要求为发展绿色产业制定绿色标准和政策。铜仁市高

标准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完成小城镇建设

发展“三个一”工程，推进 26 个示范小城镇升级改造，培育

创建了 4 个省级特色镇和 4 个特色小城镇。

（二）发展绿色农业

扶持重点农业企业，推进“龙头企业 + 农民”的发展模式，

要利用网络大数据，将物联网与特色农业相结合，构建乌江沿

线城镇农副产品交通网络和特色产业集聚带。在空间上，应尽

可能靠近农产品的交易市场，以降低运输成本。以农业生产为

主，走规模化生产之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加强政策服务

在政策层面，要改革小城镇政府管理体制，强化乡镇政府

的服务职能。要打破小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社会结构障碍，让农

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这就要求为发展绿色

产业制定绿色标准和政策。铜仁市高标准制定城乡建设规划，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完成小城镇建设发展“三个一”工程，推

进 26 个示范小城镇升级改造，培育创建了 4 个省级特色镇和

4 个特色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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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党的建设指导，建设安居乐业的“四个安全新城”

搬迁是手段，致富是目的。创建一个“四安全家园”的家

里，工业、身体和心灵。

（一）民生服务促进“安全”“群众利益无小事，枝叶始

终牵挂感情”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要解决群众的“小事”。

1. 文化照亮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丰富人们的精神食粮，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人们亲密的

精神家园和精神港湾。铜仁城市实施“四派”和“四个喜欢“文

化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社区的文化生活”“四派”文化活动，

按照标准的“发送性能、电影、文化讲座和阅读活动”，开展

文化活动，造福于人，凝聚文化的巨大力量，坚决打赢“四享”

文化旅游服务斗争，加大文化惠民力度，让群众享受免费广播

电视服务、免费文艺指导培训、优惠景区服务、以及文化产业

就业指导服务。

2. 教育点燃了群众子女安置的希望

教育是人民群众的“活力之源”。城市将把“社区学校”

纳入整体规划，让社区里的孩子“有个家可归”。实行“名师

入社”制度，保证教学质量，让人民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3. 医疗救治，解决搬迁群众的健康“大难”

按照“楼不缺层、楼不缺户、户不缺人”的原则，对家庭

医生实行“先诊疗后付款”的政策。现已采取保健援助行动，

以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并为妇女免费检查 " 两种癌症 "。医

疗保险到位，“方便群众看病”，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保险账

户，并办理社保卡，贫困人口 100% 参保。

为了让群众“有看病的钱”，每个社区都有一个诊所，解

决“看病不方便”的问题。为提高社区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

应采取“引进、派出、定点培训”的方法。

（二）就业服务促进“产业安全”

就业是老百姓生存的根本。支持促进就业。多多去建立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实现就业服务全面的覆盖。让每个家

庭都保证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就业，落实好就业的政策还有补

贴方面的政策，推动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铜仁”和“补贴计

划，为企业在铜仁有稳定的就业输出，只有就业机会多了，

很多优秀的人才才会涌入，很多大企业会在铜仁设立更多的

岗位”。

四、加强综合管理，打造社会稳定的“平安美丽镇”

治理是手段，和平是目的。加强小城镇环境绩效和作风整

治，加强综合管理，建设社会稳定的“平安美丽镇”。强化组

织，发挥“三个作用”。

我们坚持以党的建设为核心，深入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发

挥党委“稳定器”作用“三大功能”，深入开展“挨家挨户”

走访。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党支部和党组起着

“导火索”的作用。

通过密切关注党员管理的“五个现代化”，设置待业党员

岗位和职责，党组织的服务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了有效提

高。充分发挥党员“试笔”作用，在困难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治理环境，让社会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在小城镇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构建一系列社会稳定风

险防控机制。建立一系列社区社会稳定风险防控机制，完善社

会防控体系建设，重点建立社区社会稳定风险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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