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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实践探索新疆吐鲁番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实践探索

文 / 来亚红

摘 要 ：“现代田园城市”以“田园城市”理论为

基础，是兼具城乡优势、推崇城乡协同发展的新型

田园城市，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创新。地处

干旱荒漠地区的吐鲁番市从自身实际出发，提出建

设“现代田园城市”，并付诸于城乡建设实践，是欠

发达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 ：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建设现代田园城市是得到很多地方认可并付诸

实践的一种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现代田园城市”就

是立足于我国具体的国情实际，尊重现有的城市、

农业及生态，构建空间优化、生态保障、绿色交通、

经济持续、特色风貌、社会和谐的城乡关系，实现

“城乡一体，产城融合，城、田、园和谐共生”的现

代城乡景观。“现代田园城市”是对理想化“田园城

市”的升级，是新型城乡关系在空间地域上的创新，

是城乡有机融合、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的生动实践。

一、吐鲁番市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基础

条件

吐鲁番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是中

国大陆联通中亚、欧洲等地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

点，有“丝路明珠”之美称。吐鲁番总面积 7 万平

方公里，总人口 63.7 万，辖高昌区、鄯善县、托

克逊县。吐鲁番市因独特地理区位和气候特点、特

色美味水果和人文旅游胜景闻名于世，是我国“最

低”“最热”“最旱”“最甜”的地方。吐鲁番深处内陆，

远离海洋，属典型的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气候特

点表现为明显的日照长、气温高、温差大、降水少、

风力强。吐鲁番北面东天山海拔 5445 米的博格达峰，

终年为冰雪覆盖，是吐鲁番盆地水源的供给区。冰

雪融水通过河流和坎儿井源源不断的流过戈壁荒漠，

流向村庄和农田，形成最典型的绿洲农业，以及围

绕绿洲农业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和乡村聚落。与我国

其他西部绿洲地区类似，吐鲁番市的城市和乡村都

围绕着水系拓展，居民聚落分布比较集中。长期以来，

由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吐鲁

番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均欠账较多，城乡面貌与“千

年古城”“葡萄王国”“丝路重镇”“旅游名城”的名

号不甚相符。近年来 , 吐鲁番市按照“产城融合、宜

居宜业”的建设原则 ,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在湖南省对口援助下，落实富民安居房建设任务 ,

改造葡萄园地和生态环境 , 努力建设社会稳、人民富、

城乡美、生态好的“现代田园城市”，提升了新型城

镇化建设水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的

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极大提升。

在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吐鲁番市

在乡村积极探索“田园综合体”模式，即集现代农业、

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

发展。在吐鲁番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进和湖南省的

倾力援助下，吐鲁番“现代田园城市”建设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城区及近郊的五大葡萄主题公园已建

成并相继投入使用，在提高葡萄产量的同时，极大

地提升了吐鲁番旅游城市的形象，实现“城市田园化、

农业现代化、土地集约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的发展目标，达成了城乡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群

众美好生活的多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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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吐鲁番市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实践探索

2018 年 2 月，吐鲁番市委一届五次全体 ( 扩大 )

会议提出，全面推进“现代田园城市”建设。吐鲁番

以“现代田园城市”建设为目标，确立了“现代田园

城市”建设的必须坚持的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城乡融合发展、生态系统保护优先、多中心、组团式

田园城市空间格局等，以美丽的自然人文景观为特色，

以构建空间形态优化、社会治理有序、产业发展协调、

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城乡关系为抓手，探索出一条可供

借鉴的“现代田园城市”建设之路。

（一）精心谋划“现代田园城市”的规划蓝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吐鲁番市委、市政府主动

寻找吐鲁番在历史维度和地理维度的中华坐标和世界

坐标，注重科学性、前瞻性、开放性和创新型，将建

设“现代田园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定位，高质

量编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和各专项规划。抓紧编

制“现代田园城市”总规和控制性详规，突出生态环

境保护和历史文脉传承，精心谋划“十三五”以及更

长一个时期吐鲁番的发展蓝图。

（二）高质量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定位明确后，吐鲁番市

严格按照规划蓝图高标准落实城乡规划，实施了一

大批项目和工程 ：五大葡萄主题公园工程、多条水

系景观工程、园林提升工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

程等。立足于让“现代田园城市”在吐鲁番大地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还进一步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城乡综合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在城

区，以改善城区风格风貌、调整城区服务功能布局

为主，通过建设绿色通道将功能区相互连接，打造

精致的“现代田园城市”风貌和示范区，大力推动

老城区更新和城郊结合部整治。在乡村地区，以全

域旅游城市建设为目标，发掘和利用本地独特的自

然人文景观风貌，开展“绿化”“亮化”“美化”工程，

“点”“线”“面”相结合 , 打造布局科学合理、功能

配套完善的城乡人居环境。吐鲁番市在荒漠干旱气

候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被授予

国家级园林城市称号。

（三）建管并重推进现代化城乡治理

吐鲁番市始终坚持人本化管理，从老百姓最关

心、最迫切的问题抓起，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向改

革创新要动力，探索现代化城乡治理方式。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开展公共卫生、市容环境

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创新城市执法理念，从吐鲁

番市居民大量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现实出发，突出做

好电动自行车专用路面的管控以及城市主要街路、

出入通道等重要节点长效管理。为治理城区主要路

段的交通拥堵，吐鲁番市优化了公交客运班线，倡

导绿色出行，让城市更通畅、百姓更便捷。吐鲁番

市还将城乡治理的重心落实到乡村、社区，完善自治、

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努力把吐鲁番

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

享的幸福家园。

三、吐鲁番市进一步推进“现代田园城市”建

设的对策建议

（一）补齐发展短板

吐鲁番市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短板主要存

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化水平较低。2017 年

吐鲁番市的城镇化率约为49%，低于新疆的平均水平，

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

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008 年的 2.16 拉大至 2018

年的 2.46，年均拉大 2 个百分点。三是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仍然偏低。在基础教育方面，农村师资

力量、教学设施及受教育机会仍然较低，城乡服务

资源在质量上差距较大。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方

面，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农村资源极度缺乏。

在公共文化方面，城乡公共文化差距大，农村文化

基础设施不足。四是区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吐鲁

番市属于典型的绿洲经济，部分区域为荒漠绿洲生

态系统交接带，荒漠生态系统在区域生态系统中占

主导地位，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生态环境整体

脆弱。

补短板首先要不遗余力地提高城镇化水平。通

过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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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深化完善土地财政政策、强化就业培训服务

等措施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迅速提高城镇化

水平 ；其次，以现代农业三产融合为抓手，提高乡

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按照发展智

慧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品牌农业的目标，

建设一批农业主题公园和农业科技园区，延伸农业

生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变种植生产为多模式发展 ；

再次，更进一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

务均等化。加大供排水、供气、供热（冷）、通信等

基础设施建设向乡村延伸的力度，优化公交客运班

线，着力解决好乡村出行难问题。大力推进城市、

旅游景区的“厕所革命”，以及农村无害化生态卫生

厕所建设，切实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最后，

积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遏制

生态环境破坏、修复生态环境为目标，建设一批田

园风光的生态科普园、乡村植物园、生态湿地，以

建设田园城市的形式保护生态敏感区、脆弱区。建

设以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为特色的现代田园式生活

空间，优化城区绿地、水系、微绿地、微水体，形

成开放开阔的城市绿带、精致美观的城市水系，并

与周边乡村农田自然接续，实施见缝插绿、见空植绿，

提供健康、舒适的居住空间。

（二）推进城乡融合

以中心城镇、特色城镇、美丽宜居小镇、美丽

宜居村庄等为重点，挖掘不同村镇的自然和人文禀

赋，完善基础设施，凸显各自特色，就地改造提升。

优化现有的城镇、农业、生态空间，防止城镇无序

扩张。以干旱区绿洲特色田园风光为基础，充分保

护和尊重现有农村地形地貌、田园风光、农业业态

和生态，协调推进现代城市功能聚集提升和向农村

延伸覆盖。按照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镇空间

结构，形成现代田园城区、现代田园城镇体系、农

村生态控制区三级田园城市功能区，分区指导保护

和开发建设行为。近郊乡镇作为承接城区公共服务

功能转移的对接点，未来将纳入城区管理范围 ；城

区辐射核心范围内的乡镇作为统筹区县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的连接点，多处城区周边绿洲地带，以观光

农业、文化旅游促进现代田园城市建设 ；城区辐射

核心范围外的乡镇作为实现城镇功能向乡村延伸的

外围扩散点，此类乡镇多处铁路和重要对外高速干

道沿线，应以清洁工业、高效物流促进田园城市建设、

打造田园城市开放窗口，建设承接城镇组群辐射、

吸纳农业人口转移的关键节点。

（三）擦亮城市品牌

利用“吐鲁番葡萄”这一历史悠久、品质独特、

美名远扬的地域品牌，开发葡萄产品，挖掘葡萄文

化，打造葡萄美景，讲好葡萄故事，将“葡萄圣城”

的城市名片擦得更亮。在现代田园城区中创建一批

示范产业园区、示范街道社区、示范公园、示范道路、

水系风景带等，作为吐鲁番现代田园城市对外展示

的代表窗口。以高铁、高速、机场等主要对外出入

口为起点，以城区主干道为重点，绿化提质一批道路，

实现绿廊环城、绿带通城，结合实施亮化、美化、绿化、

净化工程。增加并提升城区河道、人工湖等水系景观，

建设水系两岸风光带，沿岸设计湿地公园、水景公

园、生态公园，建设自行车、步行和水上游览系统。

以田园城市示范街区、示范公园、示范道路、示范

建筑为重点开展系列示范创建，形成集约高效的生

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水清地绿的生态空间，

打造城在景中、园在城中的“现代田园城市”样板。

（作者简介 ：来亚红，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生

态经济。）

参考文献 ：

[1] 李凌翌 .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成都优势天

成 [N] 成都日报 ,2010-04-28.

[2] 吐鲁番市统计局 . 吐鲁番市 2018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3] 肖建珍 . 吐鲁番市 ：建设田园城市 打造美丽

家园 [N] 新疆日报 ,2018-03-02.


