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琼海就地城镇化模式借鉴意义 

从 2012年开始，琼海将全市当成一个 5A 级景区来建设，推动农业旅游业融

合发展，同时将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探索了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3 年 4月 18 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琼海：不砍树不拆房就地城镇化》

为题报道了琼海的城镇化经验。在城镇化过程中，琼海“不征一分地、不占一亩

田，不拆一间房”，没有走城市扩张的造城老路。 

在城镇化推进中，琼海市根据各个镇的人文特点、产业特色和自然禀赋进行

个性化的规划设计，逐步把 12个镇打造成“一镇一特色、一镇一风情、一镇一

产业”，并通过 300 公里的高标准田园绿岛将这些村庄串成线。城镇化的基础和

关键是产业支撑。依托国家农业公园和风情小镇建设，琼海以旅游业为龙头发展

第三产业，带动第一、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高效热带农业、优良生态环境、

美丽田园风光为依托，把全市划分为“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热带滨海国家

农业公园”和“万泉河国家农业公园”等三大片区，加快旅游业和农业的整合发

展，不断把更多的游客吸引到老百姓家中，成为农村转型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有效

载体，实现“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让市民感受乡村田园气息，让

农民享受城市生活品质。 

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说：“农业公园建设是我们城镇化中统筹乡村发展的重

要手段，通过农业公园的发展，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不仅增加了农副产品的

价值，而且使农民从原来单一的生产性收入转为经营性、财产性、工资性、生产

性四项收入并举。” 

 在城镇化过程中，琼海紧紧抓住中原镇的侨乡文化，进行立面改造和景观

改造。小镇装上了怀旧风格的街灯，店面粉刷得绚丽多彩，并换上了统一的木制

牌匾或风格一致的店牌，同时推进自来水、道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真

像做梦一样，现在我们在南洋的亲人都回来建房了。看到中原镇的变化，一直住

在这里的冯阿公很高兴。 



像中原镇一样的风情小镇，琼海有 12个。“特色小镇是我们新型城镇化的

重要支点和平台，将全部 12个镇打造成为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

美丽小镇，形成‘一镇一风情、一镇一特色、一镇一产业’，确保当地百姓在新

型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吸纳他们‘不离乡、不离土’就地就业致富，使特色小

镇成为农村转型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有效载体。”风情小镇建设两年来，琼海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3万余人，农民工返乡就业近两万人。 

琼海目前已建成 300公里的旅游慢步绿道，基本涵盖了核心区最优质的旅游

资源。下一步，琼海计划再增加 200公里绿道，形成 500公里的绿道网络。在推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琼海市通过田园通道、景观通道、慢行车道等配套设

施，把景点、公园、村庄、民居风情、生态景观等串联起来，使全市成为一个田

园式大景区。这个景区没有边界、没有围墙、没有门票，主客共享、居旅相宜，

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绿道，是一条老百姓的生活之道、生产之道，也是一

条游客的旅游之道。”符宣朝说，“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就是以不砍树、不拆房、

不占田为原则，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演奏一曲委婉动听的田园小

夜曲，描绘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成为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地方。”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海南琼海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举办地，

吸引了全国以及世界人民的眼光。琼海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要显得尤为慎重，传

统的城镇化模式对于琼海来讲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

琼海市琼海市委、市政府确定了“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思路，

即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走规模扩张型的老路子，除非是重要公共服务设施、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政府没有采取让农民“弃农进城”的简单方式，原

则上不再拆迁农村房屋，而是充分保护和尊重现有农村的地形村貌、田园风光、

农业业态和生态本底，完全尊重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基础设施进

行就地提升和改造，让农村就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当前媒体也对琼海的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中央电视新闻联播以

“海南琼海：建风情小镇护美丽村庄”、焦点访谈以“打造田园城市”，对海

南省琼海市“不占地、不拆房、不砍树，就地城镇化”取得的可喜成绩进行报



道。从具体表现来看，琼海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较为成功。北仍村原是尘土飞扬

的土路、垃圾遍地、难处理的污水，经过改造后，村里有了骑行绿道、槟榔树

下建起了农家餐厅和咖啡屋，原来的脏乱差村庄变成了漂亮的小公园。类似龙

寿洋农业公园通过对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环境卫生的整治提高，农业产业的

转型升级等，把各个小村庄连成一体，原本平凡的农业区变成了新兴的旅游区，

游客多了，群众收入增加了。 

琼海的成功对于全国其他的小镇的建设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这也是“就

地城镇化”活生生的成功案例。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市场调研工作做到位，以

政策为先导，给传统的产业注入活力，制定具体可行的类似于琼海的地方新型

城镇化推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