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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临发改规划函〔2020〕46 号

对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第 394 号
建 议 的 答 复

黄亮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因地制宜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收

悉，现答复如下：

特色小镇发源于浙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的

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开展特色小镇建设，要紧紧抓住特色鲜明、

产业发展、产城融合、生态环境优美的关键要求，要积极探索“生

产+生活+生态”的模式，要做到独特风格、风貌、风尚和风情。

我市高度重视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按照城乡“四级联动”

发展格局，抢抓新型城镇化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机遇，以小

城镇、特色小镇建设为突破口，不断丰富城镇化内涵，着力提升

城镇化质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1 年，我市率先启动市级优

先发展重点镇建设活动；2012 年以来，先后参加了全省百镇建设

示范行动、全省经济发达镇行动、全国重点镇调整认定、全国建

制镇示范点、省级绿色生态示范镇试点、建制镇新型城镇化试点

等活动，深入开展了一镇一业、特色小镇建设等调查研究，逐步

形成“梯次推进、共同发展、分类指导、特色建设”的发展格局，



2

小城镇、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目前，

全市共成功申报全国特色小镇 2 个，分别是：费县探沂镇、蒙阴

县岱崮镇；省级特色小镇 9 个，分别是：罗庄区褚墩静脉小镇、

平邑县地方罐头小镇、兰陵县兰陵美酒小镇、蒙山旅游区云蒙氧

吧休闲小镇、费县上冶循环产业小镇、兰山区枣园鲁班精装小镇、

郯城县新村银杏温泉小镇、沂南县岸堤朱家林创意小镇、平邑县

仲村手套文创小镇。这些特色小镇，大多依托本地优势资源，整

合各类要素，形成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大、经济带动能力强的产

业，并在产镇融合、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汇聚人才、汇

集人气上成效显著，走在全省、全市前列。其中，在 2020 中国

特色小城镇品牌传播百强榜中，探沂镇位列第十一位；在 2020

年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公示公告中，平邑地方镇被列入名单。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全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及鲁南经济圈

一体化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支

持推动我市特色小镇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突出规划引领，明确特色小镇的产业定

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功能定位，带动特色小镇发展。将乡

村振兴平台培育列为重点项目，聚焦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突出

培育特色小镇等项目,通过搭建载体平台,汇集多方资源力量,聚

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沂蒙高地。

二是聚焦产业发展。以提升特色小镇特色产业的支撑力为主

攻方向，突出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结合区位、

资源、交通和产业基础等条件，明确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坚持

“一镇一业、一镇一品”，拉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做大

做强特色经济。充分发挥传统产业集聚区的载体优势，结合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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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案，加快技术改造，实现升级换代。汇集资

金、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实现腾

笼换鸟。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特色小镇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三是完善基础设施。继续认真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

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部署，抓紧补上疫情暴露出的

县城城镇化短板，大力提升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让特色小镇能

够汇聚更多的“人气”。围绕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优化提升

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养老托育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社会

福利设施和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围绕环境卫生提级扩能，完善垃

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设施、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公共厕所。围绕

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突进市政交通设施、市政管网设施、配

送投递设施、老旧小区改造和智慧化改造。围绕产业培育设施提

质增效，完善产业平台配套设施、冷链物流设施和农贸市场。

最后，十分感谢您对全市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支持。

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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