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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 10 米高的达·芬奇雕像矗立在艺术广场中央，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梵高的《向日葵》，在艺博城的
正门遥相呼应⋯⋯走进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张家楼镇，这
三处作品俨然成为油画小镇的新地标。

“我们特色小镇建设的目标是打造世界蓝莓之乡、
中国油画名镇和生态旅游目的地，‘油画名镇、蓝莓之
乡’是主题特色。”张家楼镇党委书记杨亦武告诉记者。

张家楼镇的油画和蓝莓产业起步较早。2003 年，
青岛绿泽画院作为文化招商项目，落户张家楼，一年时
间从事绘画的人员就达到 300人，作品出口到欧美十几
个国家和地区。自此，油画产业越做越大；2006 年，张
家楼镇又开始探索蓝莓种植产业，现在蓝莓产业已经覆
盖全镇 20个村庄。

2014 年 7 月份，张家楼成为西海岸新区特色小镇
的试点镇，他们着力在“油画名镇、蓝莓之乡”主题上狠
下功夫：建设了“印象达尼”“多彩河谷”主题公园，通过
四季色彩变化，展现“油画名镇”的独特品位；以蓝莓产
业为主要切入点，规划建设了占地近万平方米的蓝莓主
题公园，强化蓝莓品牌宣传。

在此基础上，张家楼镇强化了产业发展。在油画产
业上，他们先后引进了深圳上艺、九龙轩等 10 家文化龙
头企业，规划了阳光路上、启明星辰、富洲文化 3 个文化

交易中心，文化产业逐渐形成集群效应。
在蓝莓产业上，张家楼镇围绕蓝莓组培育苗、基地

种植和产品深加工三大重点，不断拓展完善蓝莓全产业
链。目前，他们引进了 10 余家蓝莓龙头企业，全镇蓝莓
种植面积达 2 万亩，年深加工能力达到 3 万吨，带动近
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年增收过亿元。

借助油画和蓝莓这两个发展旅游业的绝佳载体，张
家楼镇把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也作为特色小镇建设的重
点。按照 5A 级景区标准，他们启动了全镇旅游业发展
总体规划，结合产业园区建设，建成了 4 个万亩林场、12
个千亩生态园，对镇域 6 条河道实施了生态治理，形成
了镇域生态景观长廊，沿河还规划了商业和文化特色街
区。张家楼镇的特色旅游产业呼之欲出。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街的现代农业展示中心、农
耕年华风情园、花卉中心、现代蔬菜园等生态农业旅游
点，每天都要接待成百上千的市民。游客们亲手采果摘
菜，亲手犁地灌溉，享受农耕文化。

以黄陂八景之一“武湖烟涨”而闻名的武湖地区，农
业生态之旅去年已接待游客 60 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超亿元。

武湖原是黄陂区一个沿长江分布的国有农场。如
今，武湖的传统农耕早已不见踪影，在“创滨江生态
城、建荆楚第一街”的目标下，取而代之的是“汉口
精武”“仟吉西饼”“雨润花都”“农耕年华”等众多企
业。随着汉口北商贸物流枢纽区的加快推进，五洲国
际建材城、华中物流园等一大批商贸服务业项目扎堆
武湖，“四化同步、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

黄陂区委书记丁雨介绍，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武
湖街在空间形态、村镇体系和功能分区上立城镇之纲，
确立了建设滨江生态新城的总体定位。同时，武湖街还
着力营造大生态、培植大产业、推进大城管、改善大民
生，推进武湖街跨越发展，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武湖街抢抓作为湖北省“四化同步”示范建设试点
机遇，依托武汉黄陂台湾农民创业园打造“大武湖”，包
括周边三里、大潭、六指等街镇场的 240 平方公里泛武
湖协作区，正在形成华中地区农业资源配置及农产品交
换中心，台湾农民创业园、汉口北商贸物流枢纽区、湖北
省农业产业化示范园、湖北现代林业武汉花卉科技产业
园⋯⋯使武湖成为武汉东北部最具发展潜力的热土。

“汉口精武”带动了周边地区的鱼鸭结合养殖，联动
华发羽绒、南极峰制衣、兴新服饰等企业形成产业协作
配套，形成了数十亿元产值的鸭业产业链；九洲乳业、仟
吉西饼、新辰食品等 46 家农业龙头企业落户。从田头
到工厂、餐桌、柜台的产业链在武湖形成。

按照“湾村集并、人口集中、产业集聚”的思路和规划，
武湖将原来的20个生产队、63个自然湾集并改造为“一城
一镇一村”，营造现代新产业、都市新农村、农村新社区、社
区新居民，如今已有3000余户居民搬进了新的小区。

住在胜海家园的陈松林对入住的农村新居十分满
意，“搬新家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住房条件明显改善。”胜
海家园是武湖街实施“迁村腾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
项目拆迁涉及 10个自然村湾 726户 2607人。

武湖街道办事处主任王立华说，多点支撑、多极发
展、多彩生活，是武湖发展的真实写照，农工的生产、生
活方式改变，获得感明显提升。

走进武湖，工厂内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昔日空旷的村落，如今企业扎堆，居民围聚，人气兴旺。

“在家门口做事，钱也挣得不少，还能照顾一家老
小。”35 岁的胡立明是武湖街五通口人。此前，他一直
在深圳打工。如今，他选择家门口的企业——武汉仟吉
食品有限公司上班。创新创业的大潮，让胡立明这样

“回流”到家门口就业或创业的青壮年越来越多。
武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万红说：“‘居住与产业合一，

生态与生产并重’是武湖发展的目标，我们正努力将武
湖打造成新农村建设的范本。”

用规划引领发展。武湖先后编制了《武湖地区总体
发展规划》《武湖街城镇发展规划》等，勾画出武湖纳入
武汉“1+6”城市格局的上位规划优势和“四化同步”发
展的总体目标，确立了打造滨江生态新城的总体定位。

黄陂区区长吴祖云介绍，未来 5 年，武湖将产业转
型升级、“四化”融合发展作为主线主攻，做大做强工业

“硬支撑”、提升商贸服务“新引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
施“新载体”，坚定不移地实施“四化同步、产城融合、城
乡一体”的发展战略。

让城镇像鲜花一样多彩！这是正在演

绎的美丽现实，更是不断跨越的美丽追求。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走过了一条起伏

坎坷的道路。曾经，城镇化是一个被人为

抑制的过程，不仅农业人口被户籍身份牢

牢绑定在土地上，更有大量人口由城镇“逆

回流”到乡村，城镇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的结晶，难以发挥强大的带动力与吸纳力。

现在，新型城镇化道路摆在我们面

前。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紧凑

集约、高效绿色，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

空间内在统一，文化、历史、地理风貌完美

体现，这些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要求，昭

示着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

引擎，将更好地发挥带动作用与推动作用，

催生出更加绚烂多彩、活力四射的各色城

镇，像鲜花一样在祖国大地上绽放。

这样的城镇是美丽的、迷人的。这种

美丽，在于它首先遵循城镇发展的自然历

史规律，尊重城镇形成扩展的自然过程、经

济过程与文化过程。在硬件上，道路交通、

水网管道、生活购物、医疗教育、生产服务，

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便民利人、智慧快捷

的特点，让人向往，向往成为这个城镇的快

乐一员。在软件上，它提供的各种公共服

务与保障是平等的、不断向上的、制度化设

计的。这种内外兼修的美丽，使城镇散发

出迷人的魅力，令人宜居、使人欢乐。

这样的城镇是富有生命力、充满活力

的。城镇的生命力，在于它有健康的产业

支撑，它能提供给居民广泛的就业选择，

从而增添城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活

力。在空间格局上，不同的城镇立足不同

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中小城市与小

城镇协调布局，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在产

业布局上，确立各自的主导产业与特色产

业，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联通，既相互支撑

又不简单同质。城镇化历程与农业现代

化进程齐头并进，农业人口转移进城，既

是鼓励引导的过程，也是自然自愿的过

程，更是发展进步的过程。

这样的城镇是绚烂多彩、各具特色

的。水乡、山居、平畴、坝上，每一座城镇都

是经济、人口发展的结晶，都是文化、地理

与历史的体现，不同的传统、地域、生态基

因，通过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街道、不同的

产业传达，宜山则山，宜水则水，尊重自然、

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理念，使不同

城镇避免了千篇一律的面孔，同时又共同

表达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

城镇化追求。每一座城镇都是我们的美丽

家园，绚烂多彩，像一面面招展的旗帜，生

动地飘扬在城镇化前行的道路上。

这样的城镇正在变成许多居民的现

实，也依然是许多居民的梦想情怀。不可

否认，在我们既有的城镇化脚步中，有的单

纯为了提高城镇化率，不顾现实条件强行

改变农民身份，却无法提供给农民市民待

遇；有的片面理解城镇化就是农民集中上

楼、集中到园区上班，导致农民“被上楼”之

后既失去了土地，也缺乏就业呵护；有的缺

乏远见与规划，破坏水土、不顾历史风貌、

强占强毁耕地，导致城镇建设难以为继。

这种简单甚至粗暴的“城镇化运动”，没有

产业、文化支撑，与我们追求的美丽家园相

去甚远，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城镇化。

现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将使城镇建设与建设城镇朝着布局合

理、产业支撑的集约节约、绿色生态的方

向迈步。美丽宜人、产城融合、乐山乐水、

恒久文明，将成为城镇发展的内核。让城

镇像鲜花一样盛开。

让 城 镇 像 鲜 花 一 样 多 彩
瞿长福

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镇：

油 画 名 镇 蓝 莓 之 乡
本报记者 刘 成

武汉黄陂区武湖街：

多 点 支 撑 多 彩 生 活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铺开七彩的霞，捧出情
和意，陡山脚下响锣鼓，欢天
又喜地⋯⋯欢迎你，草坪欢
迎你，歌舞伴回忆，一碗擂茶
泡日明⋯⋯”在一曲由当地
人自己写词谱曲演唱的《草
坪欢迎你》中，迎着冬日和煦
的阳光，迈过古色古香的“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草坪
镇”门廊，记者走进湖南常德
市鼎城区草坪镇。“枉水滔滔
气正风和讴盛世，草坪莽莽
民康物阜展新图。”走近镇政
府机关大门口，这副对联就
让人感受到草坪镇浓郁的文
化气息。

草坪的民间文化异常活
跃，花鼓灯、彩龙船、车儿灯、
木偶戏等民间艺术，代代草
坪人将民间艺术瑰宝传承得
像草坪的小草一样常青，为
如今繁荣的农村演艺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2015 年 12 月 31 日，金
鹰艺术团、杨波艺术团、红灯
笼艺术团⋯⋯好几个民间艺
术团都在草坪同一条大街上

搭台演出。“咱们这个镇，特色十分明显。民间演艺就是
我们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草坪镇党委书记欧阳雁自豪
地说。

草坪的文化特色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至 2015 年，在总人数不到 3 万人的草坪镇，有影
响力的艺术团队 35 个，从业人员超过 2000 人，每年演出
7000 多场，观众达 300 万人次，演出收入超过 4000 万
元。“闲时演出，忙时务农”成为草坪新时尚，村村有剧团，
组组有演员，人人爱弹唱，文化浸润让草坪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草坪镇还有 100 多名诗词文学爱好者，积极创作
剧本，为草坪镇民间剧团提供了创作源泉，使“欢歌妙舞”
成为 76平方公里的草坪一大特色产业。

草坪本土诗人易馥香创作的三句半《草坪新事多》唱
出了草坪的发展历程：“过去山路难得行，满身泥土怕进
城，而今都是水泥路，一展平⋯⋯”

2005 年，草坪镇党委书记丁克刚拾起曾被忽视的传
统文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来凝聚人心。

“文化是软实力，发展是硬道理。通过文化乡镇的建
设，草坪镇的百姓富裕了，乡镇面貌也大为改观。”鼎城区
宣传部副部长杨国军告诉记者。

一栋栋具有文化气息的农家特色小院拔地而起，“耕
读人家”“香兰雅室”等农舍书香味浓；一家家洋溢着中国
传统风的演出基地精彩亮相，琉璃瓦、木雕门等仿古元素
品位十足；一条条整洁的沥青街道、一盏盏明亮的节能路
灯、一个个美观的垃圾箱、一家家琳琅满目的超市⋯⋯乡
镇里，城市气息日渐增浓。

家乡的变化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的草坪人“归巢”。
近 5 年内，草坪镇已有 300 多名外出打工人员回乡投资
兴业。

常德市委书记王群表示：“人在城市里，心不能总飘着，
一个人选择了一座城市，就选择了他的一生。”常德草坪镇
的文化特色发展实践不仅支撑了草坪镇的发展，而且还成
为全镇经济新的增长点。

湖南常德

鼎城区草坪镇

：

书香浓郁

文化富民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仟吉西饼等企业带动了武汉市武湖街食品加工业

发展。 本报记者 郑明桥摄

青岛西海岸张家楼镇街景。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日前，广西出台
《广西“绿色村屯”建设标准和评选办法（试行）》，全面开
展“绿色村屯”创建活动，力争每年建成 600个以上“绿色
村屯”，着力打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精品村屯，使其成
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载体、新平台。

“绿色村屯”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绿色环境、绿色建筑、
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四个方面。在绿色环境方面，村屯绿
化覆盖率达 35%以上；绿化以地方果树、乔灌木为主并具
有农村特色；“微菜园”“微田园”“微果园”等以及绿篱、绿
带整洁美观；古树名木与大树得到有效保护；环绕村屯的
山体、河流沿岸等大环境绿化较好，形成环村林带和村内
绿荫带。同时，要求村屯建有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
立废弃物回收体系，基本实现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建
有三格化粪池、沼气池、氧化塘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
活污水总体上得到有效处理；道路、排水和医疗、文体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全部实现安全饮水，村容
整洁卫生。“绿色村屯”创建以群众自主、财政奖补的方式
进行。不搞“一刀切”，不大拆大建，以改善环境、配套建
设、适当改造、提升品位为主。结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生态乡村建设、乡土特色建设示范和农村污水垃圾治理
等工作，整合各项资金和社会力量。

据了解，“绿色村屯”管理不善将被摘牌。根据该建
设标准和评选办法，各县（市、区）每年从实际出发选择具
备条件的村屯开展“绿色村屯”建设，并推荐 5 个左右的
自然村参评自治区“绿色村屯”。

广西开展“绿色村屯”创建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玫报道:浙江温州市农村公路建管
养已形成政府、社会、全民共办的格局。刚刚过去的
2015 年，该市公路重点工程完成投资达到 11 亿元，创历
史新高。

据介绍，温州市自 2011 年起，持续开展农村公路养
护年活动。市、县公路部门成立农村公路建设机构，还建
立了 109 个乡镇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3 年来共投入
养护资金 10.8 亿元。与此同时，该市出台了《温州市农
村公路管理办法》，把农村公路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考核内
容，建立农村公路管养检查考核机制，市财政每年拨出
500 万元进行考核奖励。全市 11 个县（市、区）都出台了
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意见。

2015 年，温州市农村公路建设实现全面突破。全年
共计投资 11 亿元，完成农村公路提升等级 535 公里，完
成联网公路 149 公里，完成路面大中修 585 公里，完成安
保工程 490公里。

温州完善农村公路“建管养”

离家多年，再回到甘肃张掖市高台县的武旭对家乡
刮目相看。

“从工业园区到创业创新基地，再到大湖湾景区，没
想到家乡变化这么大。”十几年前，武旭只身一人从高台
前往 1700公里外的新疆克拉玛依打拼，在外创业艰难的
他从家乡变化中看到了商机，“过段时间我就带着自己的
团队来，先投资一些小项目。这么好的创业环境，以后肯
定可以发展壮大。”

1 月 1 日，甘肃张掖市在新年第一天举办“陇商回家
乡·聚首金张掖”大型招商引创大会，数百名张掖游子回
家乡看变化、话“双创”。

“选在新年第一天，就是让大家利用假期时间回家乡
考察，同时，也是为今年和‘十三五’时期工作开个好头。”
张掖市市长黄泽元告诉记者，从以往招商引资的成效看，
只有真正了解张掖、考察过张掖的人才会投资，“我们提
出‘引创’，让创业者带着资金落地，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
引资”。

去年，张掖被列入全国首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行列，张掖工业园区也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以此为主要载体，我们启动建设了一批‘众创空
间’和孵化基地，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非常高的创业
创新扶持政策，培育树立了一批创业典型和创新先锋。”
张掖市委书记毛生武表示，国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使地处西北内陆腹地的张掖一跃成为国家向西
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重要门户，为重振丝路重镇雄风、再现

“金张掖”辉煌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当天的实地考察过程中，张掖的“双创”氛围让深

圳客商张书豪惊叹不已，“每个县都有创业创新孵化基
地，都有‘创客空间’，更有精明人士开动脑筋，开办了创
客咖啡馆，真是一块创业的热土”。

据介绍，张掖对初创型企业实行“五免一补”，即免规
费、免房租、免税、免贷款利息、免担保费，补贴企业员工
培训费；对成长型企业实行“五奖两补”，即创新奖励、入
规奖励、融资奖励、质量奖励、创汇奖励，改造升级补助、
贷款利息补助；对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实行“两补四奖”，即
改造费用补贴、租金补贴，业绩奖励、晋级奖励、融资奖
励、服务平台奖励。

正如甘肃省经合局局长李书敏所言，张掖在新年第
一天的“超前谋划”，为未来发展抢得了先机。经过一天
的推介和考察，张掖各县区与参会企业负责人现场签订
27 个项目，总投资 74.72 亿元，涉及生态工业、文化旅游、
现代农业、新能源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畜产
品精深加工等领域。

“在外创业多年，还是很想念老家！”面对家乡日新月
异的发展，张掖市山丹籍客商牛玺岚当天签约了一个在
山丹县投资黑土豆马铃薯花青素提炼的项目，“现在市上
招商引创政策这么好，让我们回家创业更踏实”。

甘肃张掖：

新 年“ 引 创 ”开 门 红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草坪镇的民间文
化十分活跃，历史上盛
行过花鼓灯、彩龙船、
车儿灯、木偶戏等民间
艺术。一代代草坪人
将民间艺术瑰宝传承
下来，用文化特色为草
坪的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活力

武湖街在空间形态、村镇体系和功能分区
上，着力营造大生态、培植大产业、推进大城管、
改善大民生，推进武湖街跨越发展，居民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

张家楼镇油画和蓝莓产业起步早，通过四
季色彩变化，展现“油画名镇”的独特品位；以蓝
莓产业为主要切入点，规划建设占地近万平方
米的蓝莓主题公园

民间演艺已成为草坪镇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常 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