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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佰灵

小城镇作为乡之首、城之尾，是城镇化体系

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的重要载体。经过地方实践和政策引导，特色

小镇建设已经成为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最为

突出的载体和呈现模式。随着城镇化水平和人民

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文化旅游的消费需求

与日剧增，文化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生活追求的新

时尚。文化旅游产业因其关联性高、涉及面广、

辐射性强、带动性强的特质，成了诸多特色小镇

的主打产业。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

化、红色文化、民族风情和民俗文化、生态文

化、边境文化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并存。依托良

好的文化资源禀赋，培育和建设产业定位清晰、

文化内涵深厚、景观风貌独特的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是新时期内蒙古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内蒙古培育和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的必要性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是基于地域文化和旅游资

源的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具有产业特色鲜

明、文化内涵深厚、服务设施完备，生态环境优

美的特征，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协调发展的小

尺度空间聚落。随着国家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大

力推进，内蒙古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于

2016 年 9 月发布了《关于特色小镇建设的指导意

见》，对特色小镇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规划》

中提出要在“十三五”时期培育一批文化旅游型

特色小镇，列入试点的小镇有巴丹吉林镇、希拉

穆仁镇、尼尔基镇、乌里雅斯太镇、天池镇、乌

兰布统苏木等。国家住建部公布的两批中国特色

小镇名单中，内蒙古共有 12 个小镇上榜，其中

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打产业的小镇居多，如呼伦

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岱海镇、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兴安

盟阿尔山市白狼镇、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柴河镇

等。目前，这些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建设还处在起

步探索阶段。 

（一）培育和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有利于

城乡融合发展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是城镇化进程与文化旅游

业协调发展的新型产城融合模式。培育和建设文

化旅游特色小镇，以文化旅游产业为纽带，联接

城、镇、乡村，有助于建立城乡互动、融合发展

的新型城乡关系。同时，建设文化旅游小镇，有

利于带动农村牧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牧区

经济结构调整，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动农

牧民增收致富。

（二）培育和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有利于

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培育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镇，通过文化旅

游产业带动，培育一批一二三产联动、生产生态

生活共融的特色产业。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立足于

较小空间进行的规模投资，能够推动资源要素集

聚，带动产业转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

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农牧区经济增长方式转

摘   要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是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模式。当前，内蒙古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普
遍痛点 ：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城镇景观风貌缺乏特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不完
善、体制机制创新不足。通过规划引领、优化功能布局，加强特色培育、突出产业引导，加强项目支撑，创
新建设机制等措施，培育和建设产业定位清晰、文化内涵深厚、景观风貌独特的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是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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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和农牧区致富，增强农牧区自我造血功能和资

源环境保护能力。农牧民以多种形式参与旅游服

务和促进小镇发展，增加了农牧民自力更生、发

展创业的能力。

（三）培育和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有利于

传承和展示民族文化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是弘扬地域和民族文化、

提升城镇影响力的新载体。挖掘独特而丰富的文

化内涵，开展民族文化产业特色小镇规划建设，

通过规划理念、建筑风格、产业业态的创新来传

承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将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打

造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的新空间。

二、内蒙古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培育与建

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特色不鲜明

产业是特色小镇之魂，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的

特色在于产业、主体也是产业，孵化、培育和发展

特色文化旅游产业是关键。从目前内蒙古文化旅游

特色小镇的发展现状来看，小镇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处于起步阶段，现有产业链比较短，旅游产品缺乏

特色，文化主题不鲜明，大部分小镇还是以观光、

游览产品为主，旅游休闲度假产品发展滞后，缺乏

具有创意的和体验式的旅游产品类型，文化旅游产

品形式单一，缺少精品文化旅游项目，没有形成品

牌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无法满足游客“食、住、

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等多

种需求。

（二）文化内涵挖掘不足

文化是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的灵魂。特色

小镇的文化可以通过建筑风格、生活习惯、传统

工艺、商业业态等形式表现出来。目前，内蒙古

文化旅游小镇的旅游产品开发难以与当地的文化

内涵结合，过多注重自然景观的浅层次开发和利

用，未深入挖掘当地独特的人文环境，缺乏持续

吸引力。

（三）城镇景观风貌缺乏特色

景观宜人、特色鲜明的风貌是文化旅游特

色小镇的直观表现形式。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推

进，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缺乏详细规划和设计，建

筑风格和景观风貌大同小异，未形成内蒙古“特

色”。同时，部分小镇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大拆大改

大建，破坏了小镇原有的风格风貌，传统建筑和

文物的保护不力。

（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不完善

内蒙古文化旅游特色小镇整体上服务设施建

设滞后，配套建设短缺，公共服务功能不完善，

旅游基础服务设施还有待提高。有的小镇镇区基

础设施有待提高，街道设计不规范、建筑风格主

题不突出，绿化面积稀少，环境卫生不达标等问

题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旅游旺季时，大量游客

的涌入对小镇环境与设施造成较大压力。部分景

区交通、厕所、垃圾处理、供水供电、应急救

援、信息网络、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旅客服务中

心等设施配备不完备。多数小镇商贸、物流、金

融、信息、休闲等产业严重不配套。加上乡村旅

游从业人员素质低，业务能力、文化素养和服务

水平不高，缺乏专业人才的指导与管理，制约了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五）体制机制创新不足

特色小镇作为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举措，蕴含着创新制度供给的内涵。从目前

内蒙古特色小镇培育和建设情况看，由于对特色

小镇认识上存有偏差，有些村镇将特色小镇理解

为“要帽子”和“要票子”的载体，各村镇申报特

色小镇的积极性大多源于获得财政拨款，真正通过

基层的创新实践效果来吸引社会投资的寥寥无几。

在建设过程中，市场化运作程度不高，企业主体地

位不突出，没有形成多元投资和建设的格局，缺乏

持续推动力。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推进文

化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细则还未出台，已有的

城乡规划标准在用地指标、用地分类、建设标准等

方面无法指导文化旅游特色小镇项目落地。金融、

产业、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不

能满足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

要，扩权强镇的改革有待深入。

三、内蒙古培育和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的对策建议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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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注重规划引领、优化功能布局

以培育特色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坚持规划

引领、产业主导、融合发展，本着“特而强”的

原则，推进“产、城、人、文”四位一体，因地

制宜，高标准、高起点科学编制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发展规划。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建设要聚焦区

位、文化资源优势，尊重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传

承，明确发展方向和定位，坚持一张蓝图干到

底，避免半途而废。以休闲聚集为核心，构建小

镇发展结构，设置多样化功能区，完善城镇配套

设施，优化小镇功能布局。

（二）加强特色培育，突出产业引导

建设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应聚焦文化旅游资

源优势，紧扣产业升级趋势，引导各地从重量转

为重质、从模仿转为创新，不求“大而全”，但求

“特而强”，主攻最有基础、最有优势、最具潜力

的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坚持“一镇一特色”，每个

特色小镇，应着力围绕一个产业做好项目组合。

扶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本地文化旅游企业。积

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与文化旅游建设。鼓励

国有大中型文化企业经营开发文化旅游项目。推

动文化旅游企业整合资源，培育覆盖文化创意、

休闲娱乐、影视制作、特色演艺、旅游投资、酒

店经营等领域的综合性文化旅游企业集团。构建

多样的小镇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开发多种形式的

文化旅游产品，特别是要开发多层次的文化体验

游产品，适应不同旅游客群的需求。深化产业

链，形成产、供、销、研发一体化。加强创新和

品牌建设，打造精品文化旅游提高品牌的知名

度、美誉度，以特色品牌优势占领市场。

 （三）加强项目支撑，创新建设机制

培育和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文化旅游特色

小镇，首先要挖掘文化独特性。明确文化主题，

打造富有文化内涵的文化景点、文化建筑、文化

广场、文化街区以及文化节庆等，构建小镇的项

目体系、游憩方式、游憩节点、体验活动等。围

绕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定位，注重特色支柱产业

项目的包装、策划，开展专业化招商。加强项目

支撑，瞄准市场趋势，深入谋划研究，优先支持

发展成长性好，能够带动小镇整体经济发展、引

领产业升级的项目 ；对特色小镇培育对象实行

“一镇一库”，建立项目储备库，细化排定重点项

目 ；协调抓好项目前期及项目落地工作，开设绿

色通道加快项目审批，加快开工建设。对于支柱

产业类项目，坚持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主体，

实行市场化运作 ；对于镇内的市政设施、交通设

施、公共服务、水利等投资项目，优先考虑选择

PPP 模式。探索政府基金投资模式，设立创投基

金、特色小镇发展基金等，以市场化机制引入带

动社会资本参与特色小镇建设，完善小镇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

（四）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政策合力

对列入创建试点的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给予

产业发展、用地保障、财政支持、综合扶持等各

方面的政策优惠。给予一定税收返还、创建补助

和规划编制资金补助等。增强要素保障，对列入

创建确需新增建设用地的特色小镇，给予用地指

标倾斜 ；出台金融机构支持特色小镇建设的相关

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探索特色小镇投贷联动业

务 ；特色小镇引进的各类人才、项目均优先享受相

关规定的各项政策 ；对特色小镇亟需的人才，采取

“特事特办、一事一议、一人一议”；加大对特色小

镇创建的宣传力度，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高认识，

自觉参与特色小镇的建设 ；加强特色小镇营销，

深入挖掘特色小镇文化底蕴和内涵，选好产业，

讲好故事，做好包装，谋划组织一批具有影响力

的活动，加强文化旅游产品的宣传报道，不断提

高内蒙古特色小镇知名度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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