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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凯

自浙江省2014年最先提出“特色小镇”的概念并

成功运行，特色小镇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中央

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进特色城镇的建设。然而，

在特色小镇的建设推广过程中，个别地方出现了照搬照

抄、特色不鲜明、产镇融合度不高的现象，使特色小

镇的发展偏离了其真正的内涵[1]。为规范特色小镇的发

展，避免模式雷同，2018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印发《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

制的通知》，明确提出特色小城镇高质量的发展机制，

确保特色小镇的发展质量，提升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水

平。基于此，本文以茶山坳特色小镇为切入点，分析研

究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策略，以期对特色小镇的研究进

行有益补充和拓展。

1 研究区域概况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区，是中南重镇、国家老

工业基地，茶山坳镇是衡阳市区的东大门，也是衡阳西

南云大都市区卫星城镇，总面积64.8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3.8万人。茶山坳镇距市区仅20分钟的车程，距离衡

阳高铁东站仅10分钟车程，境内有多条高速公路与铁

路经过，交通优势十分明显。近年来，茶山坳镇充分利

用农业资源与城郊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村

旅游，现为衡阳赏花第一镇、湖南现代都市休闲农业示

范镇。2017年，茶山坳镇入选全国第二批276个特色小

镇名单，成为衡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乡镇，以此为契

机，茶山坳镇正大力打造建设高标准的乡村生态旅游

目的地。 

2  茶山坳镇现状分析

2.1  产业发展分析
茶山坳镇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生态环境保存良

好，十分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境内种植了大量的蔬菜水

果，如白菜、萝卜、凉薯、葡萄、梨子、桃子，是衡阳

市农产品的重要供应基地。

利用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独特优势，茶山坳镇全

力打造衡阳赏花第一镇。一是在发展梨子、桃子、李子

衡阳市特色小镇规划设计策略研究
——以衡阳市茶山坳镇为例

等多种水果产业的同时，利用其花期长、花开绚丽的特

征，发挥赏花观景作用，设计了一条十余公里的赏花路

线；二是大力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在茶山坳镇田心村建

成了衡阳和湖南省唯一的十大名花谷，种植了大量的含

笑、玉兰、茶花、梅花、菊花等名贵花卉，打造四季皆

可赏花观树的度假休闲胜地。

但是，茶山坳镇的农业仍处于以种植、采摘为主的

初级阶段，乡村旅游产品大多处于观光型阶段，缺乏互

动体验式的旅游产品；农业与旅游业关联融合度不高，

缺乏有效整合；乡村旅游配套设施较为薄弱，不能为乡

村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2  旅游资源分析
茶山坳镇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类型多样，既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又有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发

展乡村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自然资源方面，湘江从茶山坳镇北侧蜿蜒穿过，湘

江两岸风光迤逦，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境内丘陵连绵，

森林覆盖率高，其中有相传“一鸡鸣三县”特色的南岳

七十二峰之一的鸡公峰。独特的自然资源也为发展观光

农业提供了先天优势，茶山坳镇依托特色农业与近郊优

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形成“农业＋旅游”的业态

发展模式。历史文化方面，有雁城三大名塔之一的珠晖

塔、茶山坳古墓群、唐宋青瓷衡州窑址以及金甲岭古镇

等历史文化资源。

但是整体而言，茶山坳镇缺乏特品级旅游资源，旅

游产品单一，各景点资源的关联度较低，对特色的历史

文化资源挖掘深度也不够，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导致

小镇发展内涵不足。

2.3  空间布局分析
茶山坳镇地处湘南丘陵地带，境内有大量的农林用

地，城市建设用地散布其中，整体呈现“小集中，大分

散”的布局特征。由于茶山坳镇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小镇整体布局较为松散，分区之间联系较弱，特色

不突出。重建设轻规划，对生态环境特色保护不当，城

镇建筑景观与自然环境景观互不协调，与茶山坳特色小

镇的发展定位有一定差异，尚待改进。

3  茶山坳特色小镇规划设计策略研究
特色小镇是集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及一

定的社区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开发项目，是产镇一体化的

新型城镇化模式[2]。本文以特色小镇的核心理念为基本

出发点，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发展特点，探讨茶山坳

特色小镇规划设计策略。

3.1  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产业联动融合发展
特色小镇建设以引导特色产业发展为核心，坚持产

业立镇，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小镇。茶山坳镇依托

资源禀赋，形成“农业＋旅游”的业态发展模式，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

一是要完善乡村旅游的产品业态。随着旅游休闲化

升级步伐的加快，乡村旅游产品经历着从单纯享受田园

风光到参与农耕文化体验，从农家乐到休闲度假模式的

转变，在此背景下，茶山坳也要重点打造一批集生态观

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精品旅游度假产

品，既要让游客愿意来，又要让游客留得住。

二是以乡村旅游发展为引擎，促进茶山坳镇产业联

动和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通过培育生态农业，大力发展

生态观光、互动体验式的休闲度假游，丰富乡村旅游

的内涵。同时，依托特色农产品，大力发展培育农副

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与工业深度融合，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全面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

3.2  保护自然田园风光，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内涵
良好的自然山水格局是茶山坳镇发展乡村旅游得天

独厚的优势，因此在茶山坳特色小镇建设中应处理好城

镇空间布局与山、水、田、园、林的相互关系，保护好

小镇原有的自然山水及田园风光，将山水田园风光渗透

进空间布局当中，形成良好的自然景观基底，形成“景

镇合一”的发展格局[3]。

乡土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来源于长期的

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体现的是乡村共同记忆与文化基因

传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乡土文化根植于其所依附的土地，并影响着乡村空间的

形态表达及居民生活习性的养成，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

征，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乡土文化逐

渐走向了没落，城镇建设陷入了“千城一面”的泥淖。

在茶山坳特色小镇建设中，应保护好珠晖塔、茶山坳古

墓群、唐宋青瓷衡州窑址以及金甲岭古镇等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完善好村落格局，同时深入挖掘茶山坳的山水

文化与农耕文化，丰富茶山坳镇的文化内涵。

3.3  强化规划管控，优化空间布局
在茶山坳镇特色小镇建设中要坚持规划先行的理

念，做好顶层设计，引领特色小镇走上一条健康而有序

的发展道路。

根据茶山坳镇的地形地貌、建设用地、产业布局

基金项目：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D088）

[摘  要] 近年来，特色小镇已成为城乡规划领域的热门话题，但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许多地方存在规划设计缺失、特色不鲜明

等问题。本文以衡阳市茶山坳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发展、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等角度对茶山坳特色小镇建设现状进行分

析，总结提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产业联动融合发展；保护自然田园风光，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内涵；强化规划管控，优化空间布

局”的策略和方法，以期为衡阳市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提供思路。

[关键词] 特色小镇；规划设计；茶山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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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茶山坳镇空间布局为“一心，一带，两轴，四

片区”的模式，“一心”为南部的镇区综合服务中心，

镇区综合服务中心依托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重点发展

商贸、商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镇区的综合服务能力；

“一带”为贯穿镇域北侧的湘江风光带，形成滨水旅游

休闲发展带；“两轴”为乡村旅游发展轴和城镇发展联

动轴，两轴串联各主体功能区，成为促进小镇经济发展

的引擎；“三片区”分别为“古镇文化体验片区”“都

市农业休闲片区”“运动休闲体验片区”，三区特色明

显而又相互补充，共同助力乡村旅游的发展。

4  结语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特色小镇的建设

将会对城镇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特色小镇的建设发展

融合了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社区等多种功

能，其本质在于对特色小镇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

然生态进行综合分析，充分挖掘特色小镇的特色资源与

发展潜能，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小镇。因此，在建

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我们要紧扣特色小镇的内涵，定

位准确，通过规划设计手段促进产业发展，保护自然和

人文资源，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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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培训的重要意义，对建筑业人才需求变化和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的发展机遇进行了剖析，通

过构建装配式建筑培训理论与实操培训体系，开展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培训模式探索实践，有效地促进了校企深度合作，为建筑类

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为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和企业技术管理水平，推动建筑类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制度的改革和

创新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理论与实操；培训体系；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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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建筑业依赖

低要素成本驱动的传统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从规

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让技术创

新成为发展的新动力[1]。装配式建筑具有建造速度快、

质量高、节约人力成本、绿色环保节能等优点。《住房

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装配式建筑

面积占城镇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15%以上。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发布，我国各地

均在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建筑产

业化的发展，但是目前“建筑产业化从业人员稀缺，大部

分从业人员均由传统行业转变而来，缺乏产业化的系统训

练”成为制约建筑产业化发展的瓶颈之一。据统计，现

如今我国建筑产业化专业技术人才缺口已近100万人，

而所需后备人才在高校培养中仍属少数，情况堪忧。

国务院在《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培养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

工、管理等专业人才。鼓励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置

装配式建筑相关课程，推动装配式建筑企业开展校企

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这为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推进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理论与实操培训体系构建

的探索与实践指明了方向。

1  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的发展机遇

1.1  建筑业人才需求变化分析
建筑业旧业态具有高增速、大规模、多机会、低利

润、旧模式、恒盈利的特征，长期以来，建筑业吸纳了

大量企业和人员。但是，随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建筑

行业内分化将变得激烈，不可避免地会有大量企业和从

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理论与实操培训体系
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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