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镇域新型城镇化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

题。”，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相继出台，新型城

镇化建设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纲要中明确提出城乡

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

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

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所以如何建设新农村和新乡镇成为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前

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民的城镇化，是以不牺牲生态资源发展的城镇

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

特征的城镇化；是以不牺牲生态和环境，不过度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城镇化。当前

我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但是各地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热情和探

索热度在不断上升。铁岭熊官屯新型城镇化项目坐落于辽北腹地，位居“大沈阳

都市圈”、“沈抚铁同城化”两大战略叠加区。按照以发展新型城镇化总体要求，

全力打造“乡愁版”的东北名镇，该项目已成为铁岭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项

目。 

铁岭熊官屯新型城镇化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9300 亩，开发建筑面积 500 万平

方米以上，具体项目分八年实施。规划建设一个中心小镇——梧桐小镇和二个卫

星小镇——花峪小镇和水云小镇。以建设“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民安居就业工程、

养老保障工程、旅游度假工程和商品住宅开发工程”五大工程为主题。高新农业，

度假旅游业，现代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熊官屯镇的四大支柱型产业。 

该项目将有效整合土地和生态资源，以人本位深入研究和解决城市流入、流

出双向人口的需求；以生态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有序进行小城镇发展。

项目围绕以农业安居就业工程、农业产业化工程、生态住宅开发工程、旅游度假

工程、养老保障工程五大工程分步、有序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 

首先，以解决留守熊官屯本地农民城市化为实施基础。项目开展农民居住改



善问题，优先建设看齐城市标准的农民保障居住用房，从硬件上完成城市化的第

一步。同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通过农民集体入股企业，以农业公司统筹发展农

业，以农业现代化、多元化、产业化、衍生化发展，形成内部循环经济，同时引

入外部产业战略合作伙伴实现产业整合，既能解决本地就业问题，又可以通过外

部资源实现产品输出、人流导入的外循环，并且衍生新的发展空间，加速城市化

进程。现在该项目与辽展集团旗下的朵朵童正在合作探索这一产业整合模式，希

望可以在农业产业和儿童产业做一个有效的结合，如果能够成功，不光能够带动

本地农业产业的发展，并且会衍生出更多的产品形式，会带动诸如电商、物流、

科研、旅游等发展，丰富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其次，解决的是返乡人口的问题。在经历了穷人进城，也就是向大城市集聚

的过程后，会产生两批人。一批是在大城市留下发展挣到钱的人，挣到钱或者退

休后他们会回到小城市，而他们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品质、公共设施、配套

服务等所带来的便利，但更多需要的是自然的生态资源和家乡的情怀；另一批则

是在大城市里发展并不成功，周期性返乡或者直接返乡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改善

生活条件，以及大城市带来的城市心理以及城市配套，包括公共服务、生活服务、

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娱乐服务等。因此，项目将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服

务来保证城镇的居住品质，大力发展服务业，同时从外部引进包括医疗、教育、

养老、健康等战略合作机构，达到大城市的生活服务标准来实现人口的回流，他

们作为城市间的流通媒介，将更好的实现信息资源的传递。 

最后，外来人口的导入问题。外来人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就业人群，这

部分人群要解决的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是大城市居住人群，他

们的普遍特性是文化水平较高、生活品质较高、收入水平较高，但时间碎片较多、

对于精神文化和自然生态的追求较高。因此拉动他们的主要因素一是产业发展，

二是公共配套服务，三是依托生态化发展的特色产业。生态住宅开发是满足外来

人口居住以及健康生态的基本需求，与大城市形成差异化，并形成生态建筑产业

链。依托熊官屯现有的山水资源发展生态化旅游、养老、养生、养护、休闲特色

主题产业，有效整合碎片化时间，满足其多元化生态体验、精神和物质消费需求，

实现大城市的定向、定期人口导入，形成反向结构人口集散目的地。 

该项目以特有的模式和特色荣获 2014 中国地产 TOP100-中国城镇开发创新



大奖，该项目的规划、模式以及运营也将成为其他乡镇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借

鉴的模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