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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市南庄镇：

“优二进三”打造陶瓷之都
本报记者 庞彩霞

本版编辑 陈 艳 杨开新

中国是农业大国，各地在特定地域及
其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特色产业丰富多彩，
家具、草柳编、粗布、制笔、琉璃、陶瓷等传
统产业优势明显。

农业大省山东的城镇化潜力巨大，当
地注重结合本地情况，突出打造以农业为
依托的特色小镇。前段时间，山东省社科
院调研组以农业特色小镇建设为主题，选
取了潍坊、青岛、烟台、威海、滨州、菏泽等
地有代表性的专业村镇进行了实地调研。

总体来说，山东省农业特色小镇的建
设还处于前期探索阶段。调查发现，小镇
建设呈现出一些特点，比如：主要依托传
统的“一镇一品”或“一村一品”的产业基
础，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建设主体主
要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承担；在
建设中融入了大产业集群理念，特色小镇
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特色产业能否抵抗
行业风险，而这又取决于产业链的完整度
和成熟度；注重利用周边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拓展小镇的旅游功能；充分发掘和运用
当地特色文化与历史传统充实小镇的文
化底蕴，比如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依托木
版年画和风筝进行旅游资源开发。

可以发现，特色小镇建设对增加农民
收入和改善人居环境作用突出，创新创业
的氛围正在形成。如菏泽市曹县大集电
商小镇通过大力发展电商，有效带动了当
地农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滨州市博
兴县湾头村在电商带头人的带动下，草编
电子商务从业者达2000多人，近2年吸引
了5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

调研发现，在建设农业特色小镇过程
中，山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以
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小镇，前期积累有限，
造血功能不足；农业产业低收益高风险，
对民间资本吸引力有限；小镇休闲、旅游、
宜居等功能的开发，需要建设配套用房和
设施，而乡镇非农用地指标非常稀缺；特
色小镇建设涉及多部门，一个项目要经历
多个部门审批，审批周期长；一些地方认
识模糊，或观望，或依照“一村一品”“文明
乡村”的标准建设，大都没有将小镇建设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绝大部分小镇存在着
产业缺特色、行业缺龙头、资源缺整合、项
目缺主体、发展缺融合的问题；特色小镇
建设人才缺乏，尤其急需电商交易平台综
合服务、支撑服务等人才。

今后，建议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提
升。一是把特色产业的影响效应作为特
色小镇遴选的最重要标准。建议以关联
度大、带动性强、市场的现实需求巨大、未
来需求潜力可观、特色明显和优势突出作
为标准，每个小镇选择一个具有特色和较
高聚集度的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使之成为
支撑其未来发展的大产业。

二是建议参照浙江的做法，强调特色
小镇不是行政区划上的镇，而是特色产
业、文化、旅游、社区和创新创业多功能有
机叠加的发展空间平台，是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不求“大而全”，只求“特且强”。

三是特色小镇创建应坚持企业主导
和政府有效作为的统一。特色小镇生命
力的关键在于遵循市场规律，小镇投资建
设应由企业来主导，应注重引入符合小镇
发展定位的龙头企业，发挥其市场网络强
大、布局产业能力强大的优势，借其推动
小镇产业的转型升级。政府应积极有为，
扮演好“引导员”和“服务员”的角色，以配
套化服务推进小镇建设。

四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应
加强与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战

略性合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镇的信
贷支持力度。创新投融资机制，探索建立
产业基金、低成本融资、PPP、股权众筹等
融资模式，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

五是创新财政、土地和商务支持政
策。除了对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基础设
施配套方面的财政支持外，可对公共创新
服务平台，按其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资
助，并对小镇内的众创空间给予一定的补
贴。特色小镇建设实行创建制，鼓励各地
积极盘活存量土地和利用丘陵沟壑、废旧
厂矿、荒滩荒地资源。

特色小镇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只
有对其在新经济形态下的作用认识到位，
才能在实践中不走样。所以还应在诸多
方面努力，比如加强有关特色小镇内容的
教育培训，建构综合性规划体系，发挥规
划的引领作用，加大对小镇紧缺人才的培
养和支持力度，开展全方位宣传推广，
等等。

在农业特色小镇开发建设上，尤其应
该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在拆迁
补偿、安置、转产转业上给予充分考虑，真
正实现“产城人”深度融合。

特色小镇建设应突出问题意识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侯小伏 姜玉欣

深秋的山东省邹城市田黄镇，大片
枫林染红了天际。山林间积着半尺深的
枯叶，红、黄、橙，像打翻了的调色
盘，掩盖了那一条倾斜着盘旋到山顶的
石径。不知名的鸟儿箭一般地从湛蓝的
天空掠过，欢叫着相聚去了⋯⋯一派山

乡原生态之美。
近年来，田黄镇按照打造“回归自

然”的全域景区理念，以青山、绿水、
红土地为主线，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生
态 文 化 旅 游 新 高 地 ，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致富。

“以前这个地方都是荒山，现如今
成了花果山。”站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十
八盘山上，村民李升明指着自家硕果盈
枝的果园说：“核桃、板栗、苹果、杏
等果树成了俺的‘摇钱树’，城里人喜

欢到园子里踏青赏花、摘果子，俺坐在
地头就能赚大钱。”

田黄镇大力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同
时新增邹城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6 家、各
类合作社42个、家庭农场6家。当地还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自 2015 年以
来，该镇各红色旅游景点已接待游客逾
6 万人次，促进了板栗、核桃、苹果等
农特产品和乡土手工艺品的销售，带动
农民年人均增收2000余元。

田黄镇是邹城打造一村一品、一镇

一特色的缩影。近年来，邹城市高标准
编制市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规划及美丽乡
村、小城镇等专项规划，进一步优化发
展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做强产业支
撑，形成了定位清晰、错位发展的良好
格局，打造了香城镇五宝庵山等一批乡
村游精品景点，推出了峄山桃花节等特
色活动，打响了“邹东深呼吸 山乡慢
生活”生态游品牌，形成各镇互促并
进、竞相发展的良性格局。

截至目前，邹城市成功创建 4A 级
景区 2 处、3A 级景区 10 处，拥有省级
旅游乡镇 10 个、旅游特色村 19 个，国
家级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6 家。今年前
三季度，该市接待游客近 50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 倍多，乡村旅游人数达到
360 余万人次，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和农
村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邹 城 田 黄 镇 ：乡 土 味 带 动“ 乡 村 游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长青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党委书
记何战向外界表示，当地即将出台 《世
界陶瓷之都产业发展规划》。据悉，该
规划明确提出今后要紧紧抓住陶瓷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契机，坚持错位发
展、精品发展、集群发展，将南庄打造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陶瓷之
都”。

南庄镇地处佛山市几何中心，其陶
瓷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经多年
积累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特征明显。
在最鼎盛时期，全镇拥有 75 家陶瓷生
产企业、400 多条生产线，陶瓷年产量
超过 6 亿平方米，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然而，疯狂增长的陶瓷产业一度触
及环保红线。“那时候，整个南庄到处

都是烟囱。街道上的树都长不大，几年
了还那么矮小，树身上全是黄泥灰。”
在该镇南庄罗南村，71 岁的何伯回忆
着多年前的景象。

自 2007 年起，一场被“逼出来”
的转型升级攻坚战在南庄打响，包括有
序推进制造环节向外转移。据了解，南
庄籍陶瓷企业家近年来在四川、江西、
湖南、广西等 10 多个省份的各大陶瓷
产区投资 400 多亿元，购地 5 万多亩，
设厂 150 多家，工业产值超千亿元。据
介绍，这些企业家将总部和销售中心留
在了南庄镇。

同时，南庄实施“优二进三”战
略，在转型升级的同时聚焦服务业，大
力发展总部经济，打造陶瓷商贸会展之
都。先后建起了瓷海国际、中国陶瓷总
部基地、华夏陶瓷城和佛山国际水暖卫
浴城。这四大陶瓷专业市场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米，堪称全球最大陶瓷商贸
中心。聚集着全国陶瓷产业的各类服务

单位和销售中心达 2000 多家，而且不
乏国际品牌。

与此同时，南庄还加快陶瓷研发平
台建设，与国家机构、科研院所合作，
推行清洁生产标准体系，推动陶瓷企业
机器人技术应用，推动陶瓷行业节能发
展。据悉，当地陶瓷企业全部通过了广
东清洁生产标准。借助“互联网+平
台”建设，南庄还积极推动陶瓷产品个
性化定制服务和陶瓷电商经济发展。

从生产到会展商贸，再到服务中
心，乃至电商经济，南庄走出了完整的
中国陶瓷产业发展曲线。“当前，在南
庄自身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
态建设的迫切要求和内在动力下，我们
认为南庄陶瓷产业将迎来重大的发展契
机。”何战说。

根据广东省相关部署，南庄镇于今
年 3 月提出打造“世界陶瓷之都”的战
略构想，相关规划也同步展开。其核心
内容就是要将南庄建成世界先进陶瓷制

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商贸会展中心
和岭南特色陶瓷文化旅游中心。

伴随着这一规划，一系列“大动
作”在南庄渐次推开。华夏陶瓷城二期
工程将于年内基本完成，南庄又将新增
100 万平方米的陶瓷商贸基地。该项目
全部建成投入运营后，将引进大批陶瓷
企业和陶瓷产业链相关企业进驻，吸引
企业投资有望达百亿元以上，新增就业
3 万至 5 万人。

如今，南庄镇内企业共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超过 20 个，为佛山市第一。品
牌是企业实力的一种标志，佛山市商标
战略办发布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数
据显示，南庄镇陶瓷产业优势明显，产
业高度聚集，52.1%的注册商标集中在
陶瓷建材相关类别，陶瓷行业中的驰
名、著名商标数量占了该镇驰名、著名
商标总量的七成以上。占企业总数仅
0.37%的 16 家品牌企业，为全镇税收贡
献了总额的 14.01%。

浙江省宁海县茶院乡许家
山村有 600 多年历史，是宁波
市第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和一般的水乡村落不同，
许家山全村建筑都以当地特有
的铜板石构筑，村民住宅也都
是采用石木结构，村内建有石
屋、石巷、石院、石墙、石板桥、
石路、石凳等，简直是一个石头
的世界。

远近闻名的“石头村”每天
吸引着大量来自省内外的游
客，保护古老村落、发展乡村旅
游也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村
党支部书记叶全奖是村里公认
的能人，他每年忙得最多的事
就是出去跑项目，找到资金再
回村里平整道路、修缮民居，以
接待各方游客，让乡村旅游带
动村民致富。

“以前，县里面、市里面都
得跑，农办、旅游、规划、交通、
水利，几乎涉及乡村建设的部
门我都跑遍了。”叶全奖告诉记
者，每年这些部门都有多多少
少涉及农村建设的资金，用他
的话说就是，“你不去跑，资金
是不会主动跑到村里来的”。
在叶全奖等村干部的带动下，
许家山村的旅游业红红火火地
发展起来了。去年，前来许家
山的游客超过30万人次，旅游
带动收入 350 多万元，村民年
均纯收入达到1.3万元。

今年，叶全奖又想把村里
的旅游品质再提升一下，主要
是修一处停车场，拓宽进村道
路，以及修复一些旧房。为
此，他又准备出去筹钱了。但
是，他从茶院乡乡长那里得知
一个好消息，以后不用跑了。
县里把所有涉农建设资金都整
合到一起，今后农村建设项目
实行公开申报，专家评审通过
后，资金真的就自己跑上门
来了。

茶院乡乡长所说的涉农建
设资金整合，指的是宁海县正
在推广的一项改革，是把全县以前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涉
农建设资金集中到一起，各个村根据自身特色和需求在
网上申报，通过评审、验收合格后就可获得项目建设
资金。

“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是宁海‘十三五’发展的重
点。各级政府部门支农惠农力度越来越大，但涉农资金
的投放使用却存在‘碎片化’的倾向。”宁海县委负责
人告诉记者。去年 5 月，宁海启动涉农资金整合改革，
把 21 个部门、64 类项目涉农资金压缩整合成 12 大类、
1170 个可申报的项目，县本级财政统筹涉农资金一年
超过5亿元。

涉农资金整合到一起怎么使用？农村建设项目又是
如何申报？宁海搭建了农田水利类、新农村建设类、农
业产业化类三大项目管理平台，对21 个部门和18 个乡
镇 （街道） 开通项目申报受理网络端口。村里谋划项
目，经乡镇 （街道） 初审、部门复审后，请专家组成联
席评审，再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立项。

这样就实现了项目网络受理的全覆盖，做到责任可
追溯，实现涉农整合项目管理的信息化、程序化和常态
化，杜绝了人情项目。今年上半年，全县受理了 1914
个项目申请，最终立项818个。宁海县财政局局长柳正
维说，这项改革突破了过去的政府权力部门化、项目立
项随意化、财政资金碎片化和投资效益低效化的弊端。
一句话，把有限的涉农建设资金集中起来，公开透明合
力建设新农村。

叶全奖对照公示的项目和村里实际，挑了三个自认
为很有把握的项目。这三个项目，先到乡里进行第一轮
PK。乡里经过初选，然后再报到县里。经过专家组的
认证和审核，叶全奖报的3个项目因为符合涉农资金引
导方向，而且成熟度高最终都通过了，其中光新农村建
设精品村项目的资金补贴就达到400万元。

记者到许家山采访的时候，正看到施工队在村口修
建入村道路和停车场，一片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景
象。涉农资金改革点燃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叶
全奖告诉记者，涉农资金整合改革，让基层干部今后可
以一门心思谋村里的发展。

柳正维说，宁海的涉农资金整合改革，从部门私下操
作到集中公开申报，从撒葱花到处投一点到集中财力合
力办大事，把钱用得明明白白，用在最应该用的地方。

为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吉林省吉林经开区主
动优化空间布局，加快产业集聚，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在助推城镇化绿色发展等方面进行探索，打造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信息化、低碳循环化的国家级产城融
合示范区。图为该经开区九站街道一瞥。

李景辉摄

△ 金秋时节，山东省枣庄峄城区阴平镇的枣树种植户迎来了丰收，纷纷将收获的红

枣晾晒在房顶、门前。从空中俯瞰，犹如一幅美丽的农家“晒秋图”。

高启民摄 （新华社发）

浙江宁海整合涉农资金

，杜绝了人情项目

，村干部感叹

—
—

过去年年跑资金

如今资金跑上门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袁信禄

布 局 优 化 别 样 韵 味

▽ 近日，山东文登米山镇培育的暖棚红心火龙

果迎来收获季。当地农业合作社引进的优质火龙果种

苗开展暖棚种植，试种取得成功，并开始了规模化种

植，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新途径。图为果农于新

华在暖棚内采收火龙果。 陈宏青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