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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
头，建设是经营城市
的源头，管理则是体
现一个城市有无特色
的重头。一个规划科
学合理、建设完美流
畅、管理一丝不苟的
城市，本身就是一笔
巨大的资源和宝贵的
财富。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就业，政府制

定了东安曼战略发展计划，希望能为发展和

投资开辟新的领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让安

曼成为宜居宜业、有吸引力的城市。

创新服务
促进就业的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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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人员研究城市岗位竞争指数时发

现，竞争指数不仅是指本地毕业生对本地岗位

的竞争，而是指全国毕业生对本地岗位的竞

争。由此可见，人才竞争不单单是一个城市内

部的竞争问题，而是全国毕业生对岗位的投递

状况。一个城市竞争指数越大，也间接说明该

城市对全国毕业生的吸引程度越高。

新一线城市
将成求职者“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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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贵在“特”
□ 仲 民

特色小镇是指依赖某一特色产业和特

色环境等因素，打造的具有明确产业定位、

文化内涵、地域特征和社区功能的小城镇

综合开发平台。特色小镇贵在“特”字，这

就要求其规划需要有创意、策划、设计甚至

营销思维。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

城市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后，将目光转向了

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小城镇不仅能帮助

大都市实现功能转移，其本身也可以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极。

国外特色小城镇的基本特征是环境宜

人、地价低廉、基础设施完善，注重发展特

色产业。这类小城镇凭借自身的特色资源

或地理区位优势，以某一类主导产业为支

撑，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成为企

业总部基地，如瑞士小镇沃韦是雀巢公司

总部所在地。我国的特色小镇形式各有不

同。以浙江为例，当地特色小镇大多是实

体经济、网络经济和现代经济相结合而成

的，如互联网小镇、基金小镇等。特色小镇

发展要不拘一格，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

“特色”，通过产业集聚来带动人口集聚，并

支撑城镇化的发展，这才是特色小镇发展

的核心。

相比较来说，我国的特色小镇具有更

加丰富的文化特性和历史传承，具有区位

特色、产业特色、功能特色等。区位特色表

现为空间选址以产业需求为首要因素。一

般的小城镇区位通常以环境优良、交通便

利等宜居性为主要因素，而特色小镇多属

于产业型小镇，其空间选址往往更遵循产

业区位理论，是某一类产业市场配置的结

果。产业特色表现为产业体系具有明显的

主题性。一个小镇必然有一项与众不同的

产业，产业链的主题性强，体现了小镇的

“小而精”。小镇从业者大部分与主题产业

相关，产业逐步从传统制造业向旅游业延

伸，实现三个产业间的联动。功能特色表

现为功能构成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与传统

产业园区较为单一的生产功能不同，特色

小镇的功能综合性强，不仅有企业生产办

公功能，也有社区生活、旅游休憩等功能。

不同产业类型的小镇，其主导功能会有所

侧重，如生产制造类小镇通常以生产功能

为主，文化创意类、康体旅游类小镇则旅游

休憩功能比重较高。

特色小镇的建设需要创新，一定要以产

业为先，特别要注重文化特色的传承和创

造，不要盲目模仿国外小镇，也不要总是抄

袭马头墙等传统建筑形式。打造特色小镇

要充分挖掘、整理、记录当地的传统文化，合

理运用当地的特色文化和资源，做到产城融

合。开发建设特色小镇，要做好长期的规划

和运营，不能一味地追求短期利益。

从长远看，我国特色小镇建设大有可

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

具有重要意义。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

来看，特色小镇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具有产

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精而

美”、机制“活而新”的独特气质。

□ 陈晓波

一提到上海，人们立即会联想

到高楼林立、灯火璀璨的黄浦江

畔；一提到苏州，人们第一反应就

是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美

景。这就是城市的特色，它既包

括这座城市的外在景观，如楼房

建筑、道路景观、园林风景，也包

括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风

貌，如历史传承、风俗人情、生活

氛围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曾

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

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

历史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就像一个

人，如果没有性格，也就不存在这个

城市特有的灵魂魅力。世界上有很

多特色极其鲜明的城市，比如被誉

为“世界之都”的纽约，以高楼林立

的华尔街著称于世；被人们称为“梦

想之城”的巴黎，是时尚文化和浪漫

爱情的代名词。

我国也有很多特色极其鲜明

的城市，一说到香港，很多人马上

会说“有香港特色”，什么是“香港

特色”？香港有很多特色，其中之

一就是繁忙，在这个国际化最深

入的大城市里，摩天大楼林立的

街巷之中，摩肩接踵的人们行色

匆匆，大家都很忙碌。成都也很

有特色，不过与香港正好相反。

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和我在

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一切的

灯都平息了，也不逗留”。这种特

色，简而言之就是慢生活。物产

丰饶的天府之国造就了成都人不

紧不慢的性格，使得这里的人们

养成了悠闲自得的慢生活，正是

这种时尚的慢生活，使得成都成

了“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很多人为香港倾倒，也为成都着

迷，其实大家爱慕香港、爱慕成都

的背后，是深深迷恋上了她们独

一无二的城市特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

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

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

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因此，肩负着新历史

使命的现代城市，其发展与延续

将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更需解决

许多层出不穷的问题，需要以新

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思路和新

的发展举措，推动城市的高质量

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实现全

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实

现全面小康。

建好特色空间
打造城市公共客厅

城市，是“城”与“市”两个字的

组合词。《管子·度地》说，“内为之

城，外为之廓”，这就是说“城”具有

防卫功能，而“市”则是交易的场

所。城市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生于

斯长于斯的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

空间。城市特色，就是城市公共空

间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有别于其他

城市的特色，它是千百年来劳动人

民精心创造的结果，也是一个城市

的生命力、吸引力所在。

我国城市发展经历了曲折、复

杂的过程。有兴旺发达的高峰期，

也有停滞不前的衰落期；有许多可

借鉴的成功经验，也有不少值得后

人引以为戒的失败教训。重视自

己的文化，以史为鉴，温故知新，认

识城市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解决存在的经济社会矛盾，进而创

造城市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建设城

市美好家园，造福后代，是当今城

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 40年间，我们对现

代化的理解曾一度走过一段弯

路，认为现代化就是欧美化，城市

化就要像纽约、巴黎一样成为高

楼林立的地方。随着经济发展和

民生进步，我们对现代化、国际化

的理解逐步加深，对城市化的理

解也日渐深化，开始反思城市建

设过程中“千城一面”“一片一律”

给城市特色造成的伤害。应该

说，这短短几十年间，我们的城市

不断建造着越来越高的楼房，城

市独特的人文历史积淀被冰冷的

高楼大厦所吞噬，城市独特的文

化魅力被梦想发财的欲望所淹

没，很多特色鲜明的中小城市在

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大潮中被无情

地改造成大城市的微缩版，导致

“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

样，城里城外一个样”，城市特色

出现了严重危机。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人筑一方城。千姿百态的城

市风貌，最吸引人的就是这座城

市的特色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

间，大到城市的总体布局，如古都

北京、古城西安，城市的基本格局

方方正正，完全是按照古代“九经

九纬”原则营建的棋盘状布局；小

到一条街巷、一片建筑，比如素有

“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黄浦江外

滩，既是上海的“城市名片”也是

上海历史文化的一个标志。

最典型的案例是杭州。“天下

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当

你徜徉在西子湖畔，一边感受着湖

光山色所带来的愉悦与恬静；一边

游玩于西湖周边那丰富的人文古

迹，一定会为那里一座座古朴精致

的园林建筑和众多国家级重点文

物——灵隐寺、六和塔、岳庙、西泠

印社、文澜阁等吸引，山光水色、特

色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西湖这一

处杭州独特城市客厅的人文景

观。正是有了西湖这一公共空间

的城市奇景，杭州才有了“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的美誉。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重庆的朝

天门码头、成都的春熙路和锦里

等，尽管不同的城市往往因为自然

环境、历史文化、社会人文的不同

而不同，但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大

小，都有公共空间；不论好坏，即使

是没有任何特色，公共空间展示的

都是这个城市的特色。一处或开

阔或狭窄的公共空间，就像这个城

市的公共客厅，是最能够集中反映

城市地方特色的空间与载体，也是

观察和理解这个城市的最佳窗

口。在城市特色空间中，我们能够

体验城市特色、感知城市精神、理

解地方文化。因此，在城市化过程

中，我们一定要建设好城市的公共

空间，使之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体

现地方特色文化，展示时代特点。

立足三大要素
留住城市历史记忆

2016年 2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坚持

“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八字方

针，“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着

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并提高城

市设计水平，从整体平面和立体

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

城市景观风貌，体现城市地域特

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地域

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对于

城市特色空间的塑造而言，是需

要牢牢把握的三个核心要素。

突出地域特征。中国人向来

讲究天人合一，崇尚风水学说，主

张城市人居环境与山川形势合宜，

比如四川阆中古城。阆中得益于

山川形胜，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大

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山系交

汇聚结，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兼有

七关合护，易守难攻，成金汤之

固。这里“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

山势锁烟霞”，其山川形势独特，山

水城郭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建城

选址“天人合一”完美的典型范例，

在四川省旅游局制定的旅游总体

规划中，已将其列为“中国风水文

化旅游观光目的地”。

现代人建设特色城市、彰显城

市特色，决不能丢掉老祖先的优

秀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尊重自

然、因地制宜，把与自然融合放在

城市建设的首要位置，一是切实

保护好和利用好城市山水资源本

身的自然生态质量；二是将城市

的自然生态脉络完完整整地融入

城市的整体发展框架格局之中，

营造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城市

自然环境；三是巧借地形，因地制

宜，实现建设空间与自然环境的

水乳交融。

彰显民族特色。中华民族拥

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优秀的文化底

蕴滋养和延续着我们民族的精神

血脉，支撑着中华儿女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

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基石。他说，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

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一个城市，最大的特色是人，

最重要的文脉也是人，“要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首先要做的就是延续生活在

城市里的人的历史记忆。《国家新

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

到，要“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

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

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

镇化发展模式。”因此，保护好历

史文化和特色风貌，可说是我国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

义，也是促成城市宜居和谐美丽，

实现城市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基础要素。

体现时代特点。建设特色城

市，打造城市特色，离不开历史传

承，也无法跳脱其所处的时代。

如何体现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

特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

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

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

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笔者

认为，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贯彻好

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就是体现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色。

特色是一座城市的神韵，塑造

鲜明的城市特色是城市建设一个

永恒的话题。我们应该看到，经过

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我们的城

市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有了

强大的经济基础作支撑，现在需要

进一步强化的是实现两个文明的

相互促进、加速融合，切实把城市

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整体素质拉升

到一个时代的高度。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培育

和打造城市特色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建好一座城，要有三个关键环

节——即规划、建设和管理。规划

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建设是经营城

市的源头，管理则是体现一个城市

有无特色的重头。一个规划科学合

理、建设完美流畅、管理一丝不苟的

城市，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和

宝贵的财富。城市管理需要应对各

种人流、资金流、物资流、能量流、信

息流的高度交汇，因此也需要处理

高度复杂、极度精细事务的综合能

力，其中培育、完善和丰富一个城市

的精神内涵则是为一座城市铸魂，

为一方百姓造福。（作者系中央党校

第一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四川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体现地方特色 守住城市灵魂

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照照古城古城

中秋节夜晚，河北省石

家庄市正定古城灯光璀璨，

吸引众多游客游览赏景。

图为游人在正定古城游览。

新华社发（梁子栋 摄）

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对于城市特色空间的塑造而言，是需要牢牢把握的三个核心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