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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产业开发策略及设计——以中
国云南省腾冲市曲石镇为例

李舒婧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论文为研究特色旅游小镇概念性产业策略设计，根据基地特有情况，通过对有关资料收集分析，有针对性

地提出创新理念，并对设计基地定位、功能内容、空间特点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思考。为

国家建设旅游小镇及乡村振兴发展提出策略建议，以为云南省开发旅游小镇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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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esig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Taking Qushi Town, Tengchong City, Yunnan Province, China as an Example

Shujing Li
Yunnan University Dianchi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onceptual industrial strategy design of characteristic tourism towns. Based on the 
unique situation of the base,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data, innovative concepts are proposed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on the 
positioning, functional content,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 base. Propose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town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for the country,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own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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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按照省第十次党代会和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的部

署，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发展的意见》

（云政发〔2017〕20 号）的相关要求，为有效引导我省特

色小镇的规划建设，特编制《云南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技术

导则》。

特色小镇是指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具有鲜明的

产业特色、浓厚的人文底蕴、完善的服务设施、优美的生态

环境，集产业链、投资链、创新链、人才链。云南省腾冲县

旅游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十分明显，腾冲县列为云南省旅游

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将实现腾冲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曲石镇地处腾冲县地区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拥有良好

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环境，有潜力成为腾冲县旅游业新的

一极，从原本的农业为主要产业转变为新兴旅游业，并且富

有少数民族文化，如何更合理的进行乡村的产业转变，既要

满足当下乡村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又要根据现实的困难从实

际出发针对问题进行改善，整体考虑经济性要素、可行性要

素等问题，提出与当地相适应的更新策略。

1 整体情况概括

曲石镇位于腾冲市北部，距市区 27 公里，东面为高黎

贡山，北临界头，南临芒棒、北海，西临固东、马站。龙

川江自北向南穿境而过，镇内最高海拔 3586m，最低海拔

1300m。年平均气温 15℃，平均降雨量 1500mm，森林覆盖

率达 73%，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本区十分适宜各类

作物大量生长。

2 现状情况

2.1 产业分析
农业：耕地 11.4 万亩，常用耕地 56816 万亩，其中水

田 36098 亩，旱地 20718 亩。是腾冲市的第二农业大乡镇。

①种植业：水稻、玉米、大麦、烤烟、油菜、马铃薯、

甘薯。

②畜牧业：奶水牛、猪。

③林业：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

全乡森林覆盖率 54.7%，银杏基地 17000 亩、核桃 9000 亩、

板栗 2500 亩、皂角 800 亩、花椒 450 亩。

④商业：出售肉猪、肉牛、银杏、草果、核桃、板栗、

花椒、油菜等，商业网点 750 个。

⑤工业：四川德胜钢铁有限公司铁帽山生产精矿 8.13

万吨，实现产值 5319.76 万元；龙江一级电站、银栗园电站、

曲石电站和江源电站共发电 214600 万度，实现产值 398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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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有石材加工 387 户，实现产值 25400 万元。

⑥旅游业：景点：龙川江漂流、柱状节理、姜家寨、

野猪箐桥、黑鱼河等。

2.2 自然地形分析
坡向分析：山体坡度主要在 25%~80%。由图 1 可知，

曲石镇坡向以东向及西向为主，西部及中部地区坡向主要以

东向为主，东部地区主要以西向为主。

图 1 自然地形分析

2.3 资源分析
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动植物资源。区域内有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29 种，包括一级保护植物云红豆杉、银杏、

莼菜等。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秃杉、桫椤、十齿花、长喙厚

朴等。镇区内部的旅游资源有：①原乡栖花岭景区；②向

阳桥；③江苴社区；④野猪箐桥；⑤高黎贡山；⑥龙川江。

对外旅游资源：①地质火山公园；②黑鱼河；③北海湿地； 

④和顺古镇；⑤银杏村；⑥热河地质火山公园、热河位置

临近。

2.4 人口及民族特色
①曲石镇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有回族、傈僳、

傣族等 2021 年 6 月 25 日，腾冲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发布，曲石镇人口数为 39024 人。

②民族特色：

回族：聚居的一些地方除节日参加聚礼等活动外，还

组织各种文娱活动。耍狮子舞，踩高跷。

傈僳族：语言、文化傈僳族有自己的语言，傈僳语属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诗歌比较讲究韵律节奏和整齐对

仗。傈僳族人主食为玉米、荞麦。无论男女均善饮酒，宗教

信仰傈僳族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有的也信仰基督教、

天主教。

傣族：傣族主食以大米为主，干栏式建筑是傣族居住

的特点。节日庆典有著名的泼水节。

2.5 现状建设情况
①自 2002 年以来，曲石镇共投资 1500 万元完成了

曲石集镇、江苴集镇的一二期开发建设。曲石集镇总投资

1200 万元，共征用土地 125 万平方米，新建了全长 1370 米

的 5 条街道及占地 1.6 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完成绿化面积

3000 多平方米，安装了路灯和草坪灯，供排水及供电设施

已完善，集镇面积扩大了 4 倍，曲石客运站已建成准备投入

使用。

②但镇区公共服务设施较缺乏，文化娱乐设施只有老

人活动中心，建筑质量一般。村庄建设以土木结构为主，建

筑分布较为集中，建筑质量较差。

③道路现状分析：

优势：曲石镇管辖范围内主干道贯通重要乡镇和集市，

有利于区域内人员流通和交通运输。劣势：管辖范围内交通

通达度不完善，路网层次不均质部分乡镇无重要交通贯穿，

不利于范围内协调发展

现状条件小结：

①曲石镇交通条件优越，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气候

宜人，水系条件，植被土壤优良。有丰富的地热资源，以工

业及农业为主要收入，旅游业仍待发展。

②依托地热资源及民族文化，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休闲娱乐、康养、DIY、农家乐等形式，打造属于曲石镇特

色产业链，并以此发展其附属产品，文化纪念品，农副产

品等。

③劣势：产业结构需要改善，第一产业占比巨大，大

部分资源未利用，没有创造出产业附加值。

3 特色小镇策略设计

根据优劣势分析，并结合曲石镇实际情况，将小镇定

位于文旅休闲小镇。以农文旅及休闲康养为主题进行策略

设计。

依托自然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的方向发展不同的产业，

同时考虑区域存在的劣势。

3.1 依托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
曲石镇有丰富的资源，依托其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

相关产业，推动曲石镇的经济发展。

3.1.1 依托地热资源发展康养区
以温泉 + 民宿产业为主要产业形式打造城乡旅游休闲

空间。推进慢行绿道、城市公园等休闲设施建设，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体系，构建主客共享的“便民生活圈”。加强乡村

环境综合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形成“村村有景色、县

县是景点”的旅游环境。结合云南省旅游实施方案，依托曲

石镇丰富的地热资源，打造温泉 + 民宿产业，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体系，充分的利用地热资源。

3.1.2 依托水资源发展休闲娱乐区
以娱乐漂流、激流、垂钓为主要产业形式，曲石镇可

以结合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发展打造漂流、激流、垂钓等产

业，推动当前经济的发展。

3.1.3 依托森林资源发展生态体验区
①以户外露营，野餐为主要产业形式之一，曲石镇丰

富的森林资源，发展绿色低碳旅游模式。倡导低碳旅游，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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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发展生态旅游新模式。在相关部门的批准下，可以适当的

开发户外露营，野餐等活动，丰富当地的产业类型。

②以生态农业体验区，野生菌采摘为产业形式之二，

森林覆盖率 54.7%，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曲石镇当地的气候

适合野生菌的生长，依托气候和森林资源的优势打造农业体

验区一野生菌采摘；提升了野生菌的市场价值，减少运输

成本。

3.1.4 依托气候资源发展观光旅游区
①以观光打卡农业为产业主要形式一。

秋天是腾冲旅游的最佳季节之一，天气晴朗清爽，正

是旅游的好季节；秋季正是观光游览的好季节，适合打造观

光农业，去感受梯田本身丰收的景象，带你饱览艺术之美。

②以热气球观光为主要产业形式二。

热气球观光产业秋天是腾冲旅游的最佳季节之一，可

以旅游业打造特色的热气球观光产业，吸引人流聚集，打造

地区旅游业的知名度。

3.2 依托人文资源的方向发展
曲石镇有丰富的人文资源，根据人文资源可发展相关

的特色产业，提高游客的体验感，打造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特

色旅游小镇，同时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3.2.1 依托民族传统手工业发展乡土工艺体验区
发展一些民族特色活动、让游客感受到不同民族的文

化特色。发展民族传统手工业，复习民族文化，可制作一些

民族特色产品：银饰、剪纸、木雕，服饰等。符合“十三五”

规划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还可举办一些特色活动如民族手工艺品制作、特色食品制作

体验、踩高跷、舞狮子、马术、投壶、木球、手推车、歌会、

射弩、爬刀杆、跳舞等。

3.2.2 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区
可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一些历史文化展览区、游园

会、历史文化知识竞赛、灯谜竞赛等活动增加游客的体验感。

发展文化服务业、制造业等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元素，满足广

大游客的需求。推动信息传播、文化传播，可以策划图书、

影视节目和传播新闻信息等来宣传曲石镇提高知名度。

3.2.3 依托遗迹景点资源发展情景式体验区
根据历史遗迹发展情景设计产业。情景再现可满足游

客观光需求，有效保护遗址资源保护。能够使游客在难忘的

体验中充分感受历史的熏陶，增设一些游客可以参与的小游

戏，提高游客的参与感。

4 设计总结

本次曲石镇规划设计，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

发展。响应“十四五”时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打造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旅游小镇，在设计中融入“以人

为本，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着力推动当地服务业的发展，

成为新兴的田园综合体，农文旅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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