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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特色小镇助力乡村振兴的相关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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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各类产业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与发展状况的多样性也越发凸显，在这之中，各地各类特色小镇

的兴起，很好的带动了农村特色旅游的飞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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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economi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the
diversity of development condi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mong them,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types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has effectively driv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greatly 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They play a significant and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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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振兴提升了新高度。这个战略的提出，

是在农业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决策，同时也表明了我党在乡村

农村领域上的实践方面有了飞跃提升。在乡村振兴这个大背

景下，特色小镇在全国大范围积极推进，也让农村的重要地

位越发凸显。本文就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建设特色

小镇进行探讨。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现在，建设特色小镇越来越流行，很多乡村建设也紧跟

脚步在建设当地特色小镇。这样积极的带动了当地旅游项目

建设，刺激了当地的旅游业及生态发展；当然，在发展的同

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需要特别重视。建设特色小镇的初

衷是非常正确的，可以很好的带动小镇的发展，还可以挖掘

当地的特色，与之融合形成一定的规模发展。于历史来说，

挖掘传承了历史文化，于现在来说，又很好的带动发展了当

地的经济，让小镇形成有规模的农村经济，于以后来说，这

样的发展方式可以成为模板进行复制，成为更多发展的依托。

如果按照这样的建设初衷来加以建设特色小镇，可以很好的

提升小镇的经济水平，农户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改善他们的

生活条件，这样的发展形式有助于当地以及国家的长期发展。

但是，初衷是好的，最后实施落地往往有很多问题，比如说

没有挖掘出当地特色、或者没有特色就硬造特色等情况，这

样就显得整个特色小镇有点牵强，甚至有些过于注重商业基

础来打造，而本身小镇离城市距离很近，随着城市用地不断

扩建，让原本的特色小镇现代城市味道越来越浓厚 ，甚至

有一些建设小镇的最开始的初衷就不是为了挖掘或保护当

地文化特色，而且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而去强硬开发的特

色小镇，这样对当地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建设健康的

特色小镇，首先应该树立长远发展的观念，跟随党的战略目

标，保护青山绿水，同时要以当地民生的健康为基础，加上

当地的特色文化传承为载体，根据当地特色自然风貌结合一

起。所以，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实施可以很好的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发展的着力点[1]。

二、特色小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要素和分工的欠缺

分工专业化的基础是要素禀赋，但是，目前很多特色小

镇的缺乏要素 ，农业种植是大部分的农村的主要产业，对

于该乡镇的特色并没有挖掘出来，也没有体现“特色”的内

涵，所以没有特色且不牢固的产业基础，比如说水电交通等

方面，无法为特色小镇提供与之匹配的服务。而且各个产业

链没有很好的联系在一起，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这样让产

业经济的规模范围等都无法得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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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空间邻域内产业个体的排斥现象

特色小镇中的产业内部不聚集，没有形成组织，且各个

企业之间更多是存在竞争关系，各干各的，没有实现共赢的

统一目标形成合作，还经常出现互损状况。当然，因为特色

小镇内组织松散，就算聚集在一起合作，各个商家从中获取

的利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会出现一些龙头企业不喜欢跟小

企业聚集，更喜欢跟同规模商家一起，或者单独根据自身企

业的发展状况来运营，而小企业为了聚集的人气或者借助其

他企业的力量，更愿意聚集在一起，这样长此已久，会出现

龙头商家缺乏带动和领导力。有些小企业觉得获利较小，进

行有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比如说超低价、偷工减料、仿制

品等，都是对于企业乃至整个特色小镇的发展不利的[2]。

2.3消费集聚而不是产业聚集

特色小镇的发展是这两年新兴产业，没有稳定的基础，

更多都是表面化，一味的打造观光旅游、文化小镇这种，都

是将小镇已有的资源来做文章，却没有真正结合小镇的特色

与产业来进行挖掘创新，这就没有形成产业聚集。产业聚集，

是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支撑点，没有重视特色小

镇的“特色”，还有根据实际产业进行创新，只是表面上一

味追求环境、文化等，不利于特色小镇以及乡村振兴的发展。

比如说很多小镇主打人文历史与环境，却没有根据这个小镇

真正的特色与内涵来吸引消费者们，没有结合产业进行创新，

让大多数的人们眼中的特色小镇越来越同质化，与特色相差

越来越远。这种没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小镇，消费者去了一

次就不想去了，无法达到长期持续的复购，从而失去市场与

竞争力。

2.4产业配套措施落后

（1）配套基础设施落后，导致消费者体验差

特色小镇的基础配套设置不完善，交通不便利，消费产

品结构比较单一，小镇特色施工细节粗糙等，虽然也有配套

的住宿设施，但是住房条件不好，卫生情况差，以及水电供

应系统还在完善中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消费体验不好。

（2）配套设计缺乏个性，缺乏吸引力

小镇的设计缺乏创意、品味粗糙，还有一些一味的模仿，

缺乏小镇的文化及特色，以至于出现大量同质化严重，题材

重复，让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吸引力不够。

（3）缺乏配套制度

制定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是小镇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

不同的产业，对他们的衡量标准与考核也应当是不一样的，

小镇应该根据内部的产业系统，考虑不同产品的特殊性，来

制定相关适合规章制定管理条例，以便更好的管理。

三、特色小镇发展建议

3.1明确建设初衷

特色小镇的建设初衷，是利用当地的天然资源、历史文

化、产业特色等得天独厚的当地特点，通用现代创新的设计

及理念，更加凸显本身特色。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根据特色

小镇的自身特色进行进一步培养，不应该是直接移植。这样

的方式可以在降低同质化的同时，也能降低特色小镇的建设

成本，而且还能保留当地特色及竞争力。比如，一个乡村特

色小镇，它本身拥有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健康的当地

美食等特色，同时，需要建立对应的农业生态保护措施、以

及完善生态环境的检测和保护[3]。

3.2注重原住民的参与

乡村特色小镇的建设，要注重小镇原住民的参与。比如

说小镇建成后的创业、就业等方面，这是对特色长期稳定发

展的前提，也是对当地居民的稳妥安排。当地的原居民是最

了解这里的人，只有他们留在这里，才能留住小镇天然的特

色，还能让他们与小镇共同发展，在小镇发展的同时，获得

相对的好处与利益。同时，还要顺应小镇的发展，对原住民

进行相应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接待水平以及服务意识。

3.3完善管理机制

在建设特色小镇过程中，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首

先需要制定整体的发展规划，建立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与体

系，还应当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比如说用地占地政策、资金

市场方面等，给到相应的扶持政策，让当地居民更加配合，

与政府部门一集体建设特色小镇项目。同时利用当下新模式

与工具，提升特色小镇的交通便利、接待水平与服务、旅游

设施完善等基础建设水平。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小镇建设策略

4.1特色小镇+农家体验

特色小镇+农家体验为一体，采用“农家乐”、“采摘

园”、“渔家乐”等形式越来越多特色小镇开展的一些旅游

项目，一般是将小镇上现有的农户的居住房、庭院，以及农

户承包下来的农业用地，来开展经营活动。小镇上的农户一

般就是营业场的经营主体。这种小镇体验项目包含了吃饭、

住宿、游玩、购物、娱乐为一体，同时也融入当地的一些农

家特色，可以让游客体验干农活、品尝农家饭、住农家房、

体验农家项目的方式。这种特色小镇+农家体验的形式，是

当下数量较多也是比较比较流行的特色小镇建设形式[4]。

4.2特色小镇+农业观光

特色小镇+农业观光的发展形式，当下小镇发展中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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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见的一种，采用这种形式的前提，是该地有一些代表

性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区、特色农业工程、或者当地特色

地貌等，都可以作为旅游特色小镇的观光对象，比如说春天

大面积的油菜花田、一年两次的大规模稻田、不同季节可采

摘的果园、集中的花卉市场或者植物园、大型水利工程等，

都可以作为特色小镇的旅游特色进行打造。这种形式也有一

些明显的局限性，季节性以及淡旺季非常明显，这种情况下

游客来游玩的时间一般是集中在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个季节。

4.3特色小镇+短期度假

短期度假发展策略形式建设成本比较大，包括涵盖的项

目也比较齐全，包含特色餐饮、养生项目、运动游玩、小镇

体验等多功能，主要是满足当下年轻人在紧张工作和生活之

余的短期轻松与休闲。在形式或体验上会与农家庄园、农家

嘉年华这样的项目比较类似，都是由人工设计建设完成的，

规模比较大，还有休闲旅游项目，主要的客户群体是城市居

民的短期度假服务，所以在距离上会有要求，从城市中心到

特色小镇不能太远，而且交通应当相对便利，以吸引更多的

游客前来游玩。

4.4特色小镇+民俗风情

特色小镇+民俗风情的发展形式，主要特色是当地的民

风民俗、乡村文化、特色建筑、当地风味等，还有一些以当

地历史文化名镇、明村、文化遗产地等比较典型的代表，这

种文化底蕴深厚、还具有当地民俗特色，在现在旅游项目中

比较流行的形式[5]。

4.5特色小镇+健康养生

当下城市的生活越来越紧张，包括空气、环境等随着城

市飞速发展受到一定的污染，越来越多的退休养老人群会选

择回归自然。特色小镇+健康养身的发展形式，依靠该地本

有的天然条件，比如说自然环境的优美，服务设施等的健全，

来吸引城市居民的养老及假期养生。这种形式的主要人群是

城市中的中老年人，或者短期修养人员，或者暑期避暑等。

当然，采用这种形式，乡村的设配备也需要相对完善，医疗

条件、康健设施等方面，来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来这里养老

养生、避寒避暑、包括短期度假等。

五、结语

建设特色小镇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不仅可

以很好的将乡村的资源，以及优势进行整合，还可以提高乡

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有利于推动乡村的持续发展。当然，

依照最初的特色小镇建设初衷去实施，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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